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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府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推动&quot;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quot;的方针、政策，包括：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强调&quot;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坚定

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quot;,8月强调&quot;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quot;;李克强总理主持

召开的39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18次提到鼓励创新、创业，9月在达沃斯论坛上首提&quot;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quot;,12月部署在更大范围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2015年1月设立总规模400亿

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quot;创客&quot;一词正式出

现，&quot;大众创业、万众创新&quot;被提升到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quot;双引擎&quot;

之一的高度，3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全面

部署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  

      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使得&quot;众创空间&quot;一词在媒体上频被曝光，成为2015年创业

关键词。家政策的引导和有力支持，必将为众创空间建设引来一轮投资热潮。为此，国内优

秀的投融资机构以及大型企业，已在展开对众创空间、天使投资、众筹等的市场调查和研究

，特别是对众创空间运营模式和投资机会的研究。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众创空间行业全景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

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

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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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0 极&bull;地国际创新中心

（1）公司基本信息分析

（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1 京西创业公社

（1）公司基本信息分析

（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2 飞马旅

（1）公司基本信息分析

（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3 苏河汇

（1）公司基本信息分析

（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4 车库咖啡

（1）公司基本信息分析

（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5 天使汇

（1）公司基本信息分析

（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6 3W咖啡（3w coffee）

（1）公司基本信息分析

（2）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3）公司创业服务体系

（4）公司盈利模式分析

（5）公司孵化成果分析

（6）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6.2.17 DRC创億梦工厂

（1）机构基本信息分析

（2）机构发展历程分析

（3）机构创业服务体系

（4）机构孵化成果分析

（5）机构发展优劣势分析

6.2.18 东方嘉城

（1）机构基本信息分析

（2）机构发展历程分析

（3）机构创业服务体系

（4）机构孵化成果分析



（5）机构发展优劣势分析

6.2.19 创客总部

（1）机构基本信息分析

（2）机构发展历程分析

（3）机构创业服务体系

（4）机构孵化成果分析

（5）机构发展优劣势分析

6.2.20 津京互联创业咖啡

（1）机构基本信息分析

（2）机构发展历程分析

（3）机构创业服务体系

（4）机构孵化成果分析

（5）机构发展优劣势分析

6.3 中国媒体平台型众创空间个案分析

6.3.1 36氪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2 创业邦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3 创投圈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4 i黑马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5 看见（in2sight）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6 创业早报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7 挖贝网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8 创乎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3.9 IT桔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发展历程分析

（3）平台创业服务体系

（4）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5）平台发展优劣势分析

（6）平台最新发展动向

6.4 中国创客型众创空间个案分析

6.4.1 上海新车间

（1）空间基本信息分析

（2）空间运营模式分析

（3）空间盈利模式分析

（4）空间活动案例分析

（5）空间发展优劣势分析

6.4.2 深圳柴火创客空间

（1）空间基本信息分析

（2）空间运营模式分析

（3）空间盈利模式分析

（4）空间活动案例分析

（5）空间发展优劣势分析

6.4.3 北京创客空间

（1）空间基本信息分析

（2）空间运营模式分析

（3）空间盈利模式分析

（4）空间活动案例分析

（5）空间发展优劣势分析



6.4.4 南京创客空间

（1）空间基本信息分析

（2）空间运营模式分析

（3）空间盈利模式分析

（4）空间活动案例分析

（5）空间发展优劣势分析

6.4.5 成都创客空间

（1）空间基本信息分析

（2）空间运营模式分析

（3）空间盈利模式分析

（4）空间活动案例分析

（5）空间发展优劣势分析

6.4.6 阳光创客空间

（1）空间基本信息分析

（2）空间运营模式分析

（3）空间盈利模式分析

（4）空间活动案例分析

（5）空间发展优劣势分析

6.4.7 广州梦车间

（1）空间基本信息分析

（2）空间运营模式分析

（3）空间盈利模式分析

（4）空间活动案例分析

（5）空间发展优劣势分析

 

第七章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机会及战略规划

7.1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特性分析

7.1.1 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7.1.2 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7.1.3 行业盈利影响因素分析

7.2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风险分析

7.2.1 行业政策风险



7.2.2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7.2.3 关联产业风险

7.2.4 其他风险分析

7.3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现状分析

7.3.1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环境分析

（1）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状况

（2）中国天使投资发展状况分析

（3）中国创投机构发展状况分析

（4）中国众筹平台发展状况分析

7.3.2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主体构成

7.3.3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现状分析

7.4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规划与建议

7.4.1 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机会分析

7.4.2 2017-2022年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规划

7.4.3 关于中国众创空间建设投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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