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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旨在研究众创空间评价指标的筛选，通过对众创空间的特点、功能和发展需求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

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众创空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和验证，确定了关键指标，

并对其权重进行了分配，为众创空间的评价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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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深入推进，众创空间作为创

新创业的重要载体，得到了迅速发展。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了低

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创业服务平台，对于激发创新活力、促进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众创空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如何科学地评价众创空间的绩效和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

此，筛选出一套科学合理的众创空间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引导众创

空间健康发展、提高创新创业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众创空间的特点和功能

（一）众创空间的特点

1. 开放性：众创空间向所有创业者开放，不设门槛，为创业

者提供平等的创业机会。

2. 低成本：众创空间提供低成本的办公场地、设备和服务，

降低了创业者的创业成本。

3. 便利化：众创空间提供便利的创业服务，如工商注册、财

务代理、法律咨询等，为创业者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4. 全要素：众创空间提供全要素的创业支持，包括资金、人才、

技术、市场等，满足创业者的多样化需求。

5. 社交性：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

了创业者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合作创新。

（二）众创空间的功能

1. 创业孵化：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培训和资源

对接等服务，帮助创业者提高创业成功率。

2. 创新服务：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金融等创新服务，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3. 产业培育：众创空间通过培育创新创业企业，促进产业升

级和经济发展。

4. 文化营造：众创空间营造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激

发了社会创新活力。

二、众创空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基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客观、准确地

反映众创空间的绩效和质量。

（二）全面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涵盖众创空间的各个方面，包括基础设施、

服务能力、创新能力、经济效益等。

（三）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可操作性，数据易于获取和计算，评价

方法简单易行。

（四）动态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动态性，能够及时反映众创空间的发展

变化和新的需求。

三、众创空间评价指标的筛选

（一）指标初选

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初步筛选出众

创空间评价指标。指标初选主要考虑众创空间的特点和功能，以

及创新创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初选指标包括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创新能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五个方面，具体指标如下：

1. 基础设施

a. 办公场地面积

b. 办公设备设施

c. 网络通信设施

d. 会议室、洽谈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2. 服务能力

a. 创业导师数量和质量

b. 创业培训课程数量和质量

c. 工商注册、财务代理、法律咨询等基础服务

d. 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科技金融等专业服务

f. 资源对接服务，如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

3. 创新能力

a. 入驻企业的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如专利、软件著作权、

科技成果等

b. 入驻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

c. 众创空间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

d. 众创空间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情况

4. 经济效益

a. 入驻企业的营业收入

b. 入驻企业的纳税额、

c. 众创空间的运营收入

d. 众创空间的投资回报率

5. 社会效益

a. 入驻企业的就业人数

b. 入驻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如获得的荣誉、奖项等

c. 众创空间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d. 众创空间对创新创业文化的营造和传播

（二）指标筛选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对初选指标进行筛选。问



014 Vol. 6 No. 18 2024教师发展新理念

卷调查主要面向众创空间的管理者、创业者和专家学者，了解他

们对各指标的重要性评价。数据分析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

分析等方法，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提取关键指标。

（三）指标筛选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筛选出众创空间评价的关键指标，

具体如下：

1. 基础设施

a. 办公场地面积

b. 网络通信设施

c. 会议室、洽谈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2. 服务能力

a. 创业导师数量和质量

b. 创业培训课程数量和质量

c. 资源对接服务，如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

3. 创新能力

a. 入驻企业的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如专利、软件著作权、

科技成果等

b. 众创空间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

4. 经济效益

a. 入驻企业的营业收入

b. 众创空间的运营收入

5. 社会效益

a. 入驻企业的就业人数

b. 众创空间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四、众创空间评价指标的权重分配

（一）权重分配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众创空间评价指标进行权重分配。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层次，通过两两比较确

定各层次元素相对重要性的方法。

（二）权重分配研究

以下是一个关于众创空间评价指标的数据图形示例，以直观

地展示部分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假设我们对创业导师数量和质量、

办公场地面积、入驻企业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众创空间举办创

新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这四个指标进行重要性调查，得到以下数

据：

我们可以用柱状图来展示这些数据：

从图中可以看出，入驻企业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和创业导师

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性得分较高，说明这两个指标在众创空间评价

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办公场地面积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但也

不可忽视。众创空间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性也比

较高，反映了创新创业活动对于众创空间的重要性。

总之，通过数据图形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众创空间评价指标

的重要性程度，为指标的筛选和权重分配提供参考依据。

（三）权重分配结果

通过层次分析法，选取若干个众创空间进行案例分析，运用

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价，确定了众创空间评价指标的

权重，具体如下：

表 1 众创空间评价指标的权重

指标 权重

办公场地面积 0.1

网络通信设施 0.1

创业导师数量和质量 0.2

创业培训课程数量和质量 0.2

资源对接服务，如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 0.2

入驻企业的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如专利、软件

著作权、科技成果等
0.1

众创空间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 0.05

入驻企业的营业收入 0.02

众创空间的运营收入 0.02

入驻企业的就业人数 0.03

众创空间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0.03

五、结论

本论文通过对众创空间的特点、功能和发展需求进行分析，

构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众创空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问卷调查、

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和验证，确定了关

键指标，并对其权重进行了分配。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验证了指

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本研究为众创空间的评价和发展提供

了参考依据，有助于引导众创空间健康发展，提高创新创业服务

水平。

未来，随着众创空间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也需

要不断完善和优化。应加强对众创空间的动态监测和评估，及时

调整指标体系，以适应众创空间的发展变化和新的需求。同时，

应加强对众创空间评价指标体系的推广和应用，提高众创空间的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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