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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发展&ldquo;众创空间&rdquo;，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力军

作用，释放创新创业政策集聚和&ldquo;互联互通&rdquo;的系统有效性，有效利用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和高校、科研院所的有利条件，盘活利用政策工具、仪

器设备、闲置厂房等资源，进一步降低创业成本和门槛，释放蕴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

中的无穷创意和无限财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Fab Lab及其触发的以创客为代表的创新2.0模式，基于从个人通讯到个人计算，再到个人制

造的社会技术发展脉络，试图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面向应用的融合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

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环境，推动了创新2.0时代众创空间的形成。而创

客浪潮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

      顺应创新2.0时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构建面向人人的&ldquo;众创空

间&rdquo;等创业服务平台，对于激发亿万群众创造活力，培育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青年创

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带动扩大就业，打造经济发展新的&ldquo;发动机&rdquo;，具有重要意义

。

 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发展趋势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众创空间行业市场监测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众创空间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众创空间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众创空间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众创空间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众创空间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众创空间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众创

空间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众创空间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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