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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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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发展众创空间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高质量“双创”新趋势的必然要求，金融支持则

是推动众创空间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以安徽省为例，深入解析众创空间发展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及问题，基于模

糊综合评价法、改进型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等方法，从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果和金融支持环境三个维度构建

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能力总体上处于“较好”等级，

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环境处于“较好”等级，而金融支持效果处于“一般”等级。因此，安徽省应创新金融支

持众创空间发展的政策体制，疏通金融资本助力众创空间发展的传导机制，提高金融支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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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到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双引擎”之一的新高

度，由此开启了我国实施“双创”战略的序幕。据 2018年科技部发布的《中国众创空间白皮书 2018》显示，中国已拥有众创空

间 5739家，众创空间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一，而 2019年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全国已备案的众创空间已达到 6959家，增长了 21.26%。

众创空间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各种创新要素交叉融合，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业已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金融支持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都存在着密切的耦合关系，金融可

以引导经济结构向高级化、高质量的方向发展[1]。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高效的金融支持体系建设对创新创业的绩效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众创空间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支撑，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必要的金融支持。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深入阐述众

创空间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体系建设问题，也缺乏系统地构建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众创空间的新浪潮中，安徽省政府积极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

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在 2016年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要求以开展“江

淮双创汇”和建设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着力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近年来，

安徽省众创空间的发展规模在不断扩大，创业投融资渠道在逐步拓宽，创业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并产生了一批科技创新成果。

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2018年安徽省累计建有众创空间 301家，其中国家级 42家、省级 144家。虽然安徽省在众创空间建设

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关众创空间的研究却大多针对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州等发达省市，鲜有

探讨安徽省众创空间的发展现状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尚未有文献深入剖析过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问题。然而，根据

相关机构对安徽省 150家众创空间的调查发现，安徽省众创空间存在融资难题的企业或团队约占调查企业的 78.3%。《2018年度

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报告》也显示安徽省众创空间内获得投融资团队所占比率仅为 20.54%。可见，资金紧张、融资困难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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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安徽省众创空间及其入驻企业或团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分析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的主要金融支持形式，

构建符合安徽省实际的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众创空间内涵外延的界定 

众创空间与 Dougherty(2012）、Lindtner和 Li(2012）所提出的“创客空间”概念非常相似，是一类与传统孵化器相区别的

企业孵化器[2-3]。201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引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并要求构建一批低成本、

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随后，国内学者开始对众创空间的内涵及外延进行深入研究。刘志迎等（2015）分析了

传统创新模式向众创模式的演进过程，并指出众创模式只存在于实践，缺乏理论研究[4]；张玉利和白峰（2017）基于耗散理论优

化众创空间的结构与功能，使众创空间成为一个自我增益的创业生态系统[5]；吴杰等（2016）、贾天明等（2017）认为众创空间

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创业孵化器，并探讨了众创空间的基本功能和构成要素[6-7]；乌仕明和李正风（2019）认为“双创”政策背

景下的众创空间其实是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转型升级[8]。 

（二）众创空间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 

众创空间作为创新型企业孵化器的一种类型，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特征。Rayna等（2015）认为众创空间应包括空间载体、

创新创业主体与活动、资源要素、制度规则等构成要件[9]；陈夙等（2015）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阐述了众创空间生态系统的特

征及功能[10]；陈武等（2018）运用扎根理论和社会网络方法分析了众创空间的组织模式[11]；王庆金和李如玮（2019）将创业企

业嵌入到众创空间中，分析了众创空间的商业模式创新问题
[12]
。关于众创空间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绩效评价、运行效率

等方面。张丹宁等（2017）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众创空间的运行效率指数并以孵化率作为主要产出绩效评价依据[13]；李

艳萍和陈武（2017）从管理建设、能力培育和品牌塑造三个层面建立众创空间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4]；田颖等基于智力资本

“H-S-R”三维视角分析了众创空间智力资本与知识协同创新对创客创新绩效的影响[15]；徐莉等（2019）、李洪波和史欢（2019）、

张静进和陈华（2019）等学者均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对国内各省市众创空间的运行效率进行评价[16-18]。 

（三）众创空间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模式 

有关金融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初“创新理论之父”Shcmupeter的观点，他认为金融中介服务对技术

创新和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发展众创空间的重要基础，而技术创新又离不开金融支持。但

是，由于国内外关于众创空间内涵的界定与理解有所差异，直接研究金融支持与众创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金

融与企业科技创新方面。例如，Levine(2005）指出企业科技创新项目居于高风险、高投入等特征，可以通过集中储蓄、资金融

通、分散风险、公司治理等金融支持方式促进科技创新[19];Acharya 和 Xu(2017）认为财政经费投入数量、创业风险投资额度、

银行信贷规模与初创科技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0];Fukugawa(2018）通过对孵化器中企业孵化成功率与其投融资总

额进行对比，发现金融服务对创新创业效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1];Bacalan 等（2019）等发现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业规模体

量会对孵化企业成长速度和专利数量具有正向作用[22]。可见，金融也是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众创空间或孵化器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驱动力。然而，由于国内众创空间的概念提出较晚，现有关于金融支持众创空间或孵化器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支持模

式和环境方面，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金融结构方面分析金融支持对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例

如，黄彦菁和孙俪江（2015）认为金融支持体系建设应发挥政府资金放大器的功能、发展股权众筹、丰富非银行金融业支持形

态、完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1]；辜胜阻等（2016）认为股权众筹、互联网众筹可缓解众创空间融资难问题[23]；李惠蓉和张飞霞

（2019）指出在融资约束视角下互联网金融可以有效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成为支持科技创新的新融资路径[24]。第

二类是从金融支持环境方面来探讨区域金融发展对创新创业的影响。例如，王维等（2014）认为企业创新需要良好的外部金融

环境以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使企业获得更多资金促进其创新发展
[25]
；马凌远和李晓敏（2019）使用 PSM-DID 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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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府科技金融政策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26]。从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国外学者更加关注金融对科技创新、孵化器企业产出的

重要影响，属于金融支持效果范畴，而国内学者则更加偏于探究众创空间或孵化器的融资方式、信贷结构、政策环境等问题，

属于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环境的范畴。鉴于此，本文将从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果和金融支持环境等三个方面构建金

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文献研究，国内对众创空间方面的研究大多还集中在实践领域，理论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深入剖析众创空间发展过

程中的金融要素，这也导致了现阶段国内众创空间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非常严峻。虽然上述文献

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偏于将众创空间看成独立主体研究其运行机制和相关政策

支持，缺乏从整个经济生态或科技创新生态来分析众创空间的作用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分析金融支持众创空间

发展的研究偏少，且大多偏于定性地讨论金融支持方式或融资渠道，缺乏系统地建立金融支持众创空间的评价指标体系，无法

从结构、环境和效果等方面全面地揭示金融支持对众创空间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将无法让政策制定者站在宏观全局视角来设计

金融支持政策以及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基于定性研究的金融支持政策也难以做到精准施策；第三，从地区众创空间研究来说，

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发达省份，专门针对安徽省众创空间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从数据角度深入解析安徽省金融

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结合潘彬等（2015)[28]、李玉平等（2019)[28]学者的研究方法，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改

进型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等方法构建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三、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 

2016年以来，安徽省积极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在扎实组织开展

“江淮双创汇”行动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有效地推进了安徽省众创空间的建

设和发展步伐。 

（一）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 

表 1是根据《2018年度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报告》统计的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情况，由表 1可知，2018年安徽省共建成众

创空间 301 家，其中，国家级 42 家、省级 144 家。从增长速度来看，2018 年众创空间总量较 2017 年增加 12.7%，其中，国家

级增加 2.4%，省级增加 46%。可见，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的特点：第一，省级众创空间占比 47.8%，且增速

较高，已成为众创空间发展的主要形式；第二，众创空间发展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末安徽省众创空间总面积达 418.6 万平方

米，较 2017年增长 7%；第三，众创空间收入显著增加，2018年末安徽省众创空间总收入达 3.2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60.8%；

第四，创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2018 年末安徽省众创空间累计创业团队人数达 24725 人，较 2017 年增加 163.1%；第五，已产

生一批重要科技创新成果，2018年安徽省众创空间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5946件，较 2017年增长 45.1%，其中发明专利增长 6.3%。 

图 1 给出了 2018 年安徽省国家级和省级众创空间在 16 个地市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存在显著的地

区发展不平衡性和规模积聚性等特点，其中，合肥、芜湖和蚌埠三市的众创空间数量较多，三个地市国家级和省级众创空间分

别占比 61.36%和 41.67%。这主要是因为安徽省近几年积极推进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合芜蚌三市依托区位、资源、

先行先试政策等优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众创空间发展迅速。另外，从常驻创业团队和企业数来看，合

肥表现“一枝独秀”，常驻创业团队和企业分别达到 1122人和 895个，区位优势、经济水平、政策支持和科研实力等因素极大

地推动了合肥众创空间的迅猛发展。 

表 1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的综合情况 

指标 单位 2017年 2018年 
增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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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数量 家 267 301 12.7 

其中：国家级 家 41 42 2.4 

省级 家 98 144 46.9 

众创空间总面积 万平方米 391.0 418.6 7.1 

众创空间总收入 亿元 1.99 3.2 60.8 

累计创业团队人数 人 9396 24725 163.1 

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 件 4098 5946 45.1 

其中：发明专利 件 863 917 6.3 

 

 

图 1 2018年安徽省省级以上众创空间的地市分布情况 

（二）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 

为提高众创空间服务质量，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安徽省相继出台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旨在着力构建一批低成本、便

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图 2是根据《2018年度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报告》和《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9）统计资

料绘制的安徽省众创空间内获得投融资的创业团队情况,可以看出，安徽省众创空间平台内获得投融资创业团队的数量从 2016

年的 526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1210 个，增长 1.3 倍；但获得投融资创业团队占比却从 2016 年的 24.20%下降到 20.54%。由此可

见，安徽省对众创空间平台内创新企业的金融投融资支持力度并不能完全满足众创空间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而限制了安徽省众

创空间的发展速度。 

 

图 2安徽省众创空间内获得投融资的创业团队情况 

图 3给出了安徽省众创空间获得各类投融资资金数额及其来源情况。从资金数额来看，自 2016年以来，安徽省众创空间获

得投融资资金总额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尤其在 2017年总额达到 177567.9万元，而 2018年仅有 62673.8万元。究其

原因，其一，2018 年国家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加上 P2P 暴雷事件频发，各类投资基金均持谨慎态度，对众创空间投

融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其二，2018 年“资管新规”的出台以及货币政策趋稳使得银行、小贷公司等紧缩信贷资金，众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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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愈加困难；其三，由于创投市场投资总额缩水，众多投资基金减少对高风险、低成长性和退出前景欠佳项目的投资比重，

进一步加剧了众创空间投融资总额的下降趋势。从资金结构来看，2018年社会投融资总额较 2017年大幅减少，而财政支持资金

则相对较为稳定。从各类资金占比来看，虽然社会投融资总额占比在 2016-2018 年期间总体呈先增后减趋势，但仍是最高，依

然是众创空间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财政支持资金占比和财政补助资金占比在 2016-2018 年均表现出先减后增趋势，这主要是

由于财政支持资金通过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发展的使用方式造成的。 

 

图 3安徽省众创空间获得各类投融资资金数额及其来源 

四、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模型构建 

（一）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在选取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时严格遵循科学性、有效性和适用性等原则，紧扣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

实际和金融支持相关政策，在总结国内外文献关于金融支持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果和金

融支持环境三个方面建立一级评价指标，从而系统全面地反映金融支持对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的重要影响，具体评价指标见表 2

所列。 

表 2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 

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 

支持 

结构 

财政补助 通过财政补助方式获取融资 

内部融资 通过众创空间内部获取资金 

银行信贷 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融资 

风险投资 通过风险投资机构获得融资 

上市融资 通过上市融资发行股票进行融资 

股权众筹 通过使用股权众筹渠道获取融资 

融资租赁 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获取融资 

金融 

支持 

效果 

众创空间数量 设立众创空间的数量 

众创空间总收入 众创空间当年的总收入 

入驻企业数量 众创空间新入驻企业的数量 

入驻企业获得融资数额 入驻众创空间获得的融资总额 

孵化企业上市数 众创空间平台孵化的上市企业数量 

金融 信用环境 当地诚信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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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环境 
金融配套服务体系 

银行、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 

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水平 

金融市场化程度 金融市场化程度高低 

金融政策 完善的金融法规与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 

 

由表 2 可知，要全面准确地评价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能力，每个一级指标都需要包含若干个二级指标，分别如

下： 

(1）金融支持结构。主要反映安徽省众创空间以及众创空间平台上的企业或团体获取资金的方式或可能性，也反映了一个

经济体融资体系的多样化程度或多层次性。根据安徽省出台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实施意见》《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

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目前安徽省采取的主要金融支持方式包括财政补贴、银行信贷、天使引导基金

或创业引导基金，并试点股权众筹、省股权托管中心挂牌上市等。因此，针对金融支持结构指标，本文选取 7 个二级指标，包

括财政补助、内部融资、股权众筹、风险投资、上市融资、银行信贷、融资租赁。 

(2）金融支持效果。主要反映安徽省众创空间能否得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以及获得资金以后的产出水平等。根据《2018 年

度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报告》，主要通过统计众创空间数量、总收入、入驻企业数、获得融资数额等指标评价众创空间发展水平。

因此，针对金融支持效果指标，在兼顾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规模与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本文选取 5 个二级指标，包括众创空间

数量、众创空间总收入、入驻企业数量、入驻企业获得的融资数额、孵化企业上市数。 

(3）金融支持环境。主要反映安徽省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安徽省

众创空间融资环境的完善程度。近几年，安徽省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相继出台一系列针对科技创新平台和企业的金融政策，

并通过创新“债股联投”融资方式和试点“4321”政银担保合作机制，逐步建立金融服务配套体系和优化企业信用环境。因此，

针对金融支持环境指标，本文选取 4个二级指标，包括信用环境、金融配套服务体系、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政策。 

（二）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模型 

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系统，而实际评价过程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目前，

在众多评价模型中，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较为全面且简单易行的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的评价问题[27-28]。然而，

在模糊综合评价法中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是一个关键，传统层次分析法（AHP）计算繁琐且偏于主观，参考潘彬等（2015)[27]、李

玉平等（2019)
[28]

学者的方法，将改进型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计算各级指标权重，评价模型的计算流程如图 4所示。 

 

图 4评价模型的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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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以模糊数学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运用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边界不清、无法量化的因

素定量化，能够同时考虑多个因素进而对评价事物做出综合评价。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步骤主要包括： 

(1）确定被评价对象的指标集和评语集。假设影响评价对象状态的因素有 n个，所有影响因素构成了指标集合，记为 U={u1,u2,

⋯,un}。由于各指标有着不同的评价值，所以会形成不同等级，而对各个指标所在状态的不同决断所构成的集合称为评语集，记

为 V={v1,v2,⋯,vm}。 

(2）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向量。实际中，最终评价结果除了受评价对象在每个指标下的指标数值影响以外，还由指标权重所

决定。但由于每个指标相对于评价对象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这就需要设定差异化的指标权重。假设指标集 U 上的一个权重集

为一个模糊向量，记为 W={w1,w2,⋯,wn}，其中 wi为第 i个指标在所有指标中的相对重要性，且满足  

(3）确定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假设第 i个指标所对应的各个评语的隶属度为 V上的指标评语向量，记为 Ri=(ri1,ri2,⋯,rim)。

所有指标的评语向量共同构成了从 U到 V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R，即 

 

其中，rij表示第 i个指标 ui在第 j个评语 vj上的频率分布，且满足 j=∑
m
1rij=1。 

(4）计算综合评价结果。将指标权重向量 A与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R相乘可得到最终评价结果 P，即 P=WR=(p1,p2,⋯,pm)。 

2.基于改进型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在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合理地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指标权重最常用的方法为层次分析法（AHP），

但该方法采用 9 个标度，标度分级过多增加估算难度，且较难满足一致性检验要求。改进型层次分析法将标度减少为 3 个，可

操作性更强且无须做一致性检验。然而，层次分析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成分。因此，本文参考潘彬等（2015)[27]、李玉平等（2019)[28]

学者的研究，基于“主客观相结合”的思想，在改进型层次分析法中引入熵权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修正，提高指标权重确定的客

观性[28]。 

首先，利用改进型层次分析法确定初始指标权重。在改进型层次分析法中，若指标 ui 与 uj同样重要则用“1”表示，若 ui

比 uj重要用“2”表示，若 ui没有 uj重要则用“0”表示。根据这个准则建立初始判断矩阵 A=(aij)n×n，利用 计算各指标的

相对重要性，通过对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对比，建立判断矩阵 B=(bij)n×n，其中 bij满足： 

 

其次，根据矩阵 B计算初始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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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利用熵权法对初始指标权重进行修正，得到最终指标权重。熵权法的思想是在评价过程中，所获信息的大小是评价

精度和可靠性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大，在综合评价中所起作用也越大，权重也

相对越高。基于此思想，对改进型层次分析法所建立的判断矩阵 B 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矩阵 。然后再计

算第 i个指标的信息熵权重为 为指标 i的信息熵。 

最后，将初始指标权重与信息熵权重相结合，得到最终指标权重，即 

 

五、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客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报告》《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科技厅

等相关部门网站，专家组评估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专家组由省内高校相关专业教授、银行信贷员、小贷公司主管、基

金投资经理、科技厅相关主管、省内众创空间平台管理者及平台内团队主管等构成，通过现场、邮箱、电话等方式总共发放问

卷 30份，最后收到回复 23份，剔除信息不全和异常问卷，实际使用 20份。通过对客观数据和专家组数据进行整理和归纳，按

照上述构建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1.用改进型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初始权重 

以一级指标为例，通过对 20份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再集中、再

反馈，直至得到一致意见。并将最后的一致意见作为初始判断矩阵，见表 3所列。 

表 3一级指标的专家初始判断矩阵 

A 金融支持结构 金融支持效果 金融支持环境 ri 

金融支持结构 1 2 0 3 

金融支持效果 0 1 0 1 

金融支持环境 2 2 1 5 

 

2.根据 ri建立判断矩阵 B，并计算一级指标的初始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4所列。 

表 4一级指标的初始权重 

B 金融支持结构 金融支持效果 金融支持环境 si 

金融支持结构 1 3 1/3 0.2582 

金融支持效果 1/3 1 1/5 0.1047 

金融支持环境 3 5 1 0.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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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类似步骤，运用改进型层次分析法计算二级指标的初始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5所列。 

表 5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计算的评价指标权重表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 

发展能力评价 

金融 

支持 

结构 

0.2582 

财政补助 0.1435 

内部融资 0.2892 

股权众筹 0.1435 

风险投资 0.0274 

上市融资 0.0166 

银行信贷 0.3085 

融资租赁 0.0712 

金融 

支持 

效果 

0.1047 

众创空间数量 0.0600 

众创空间总收入 0.1547 

入驻企业数量 0.0600 

入驻企业获得融资数额 0.5703 

孵化企业上市数 0.1547 

金融 

支持 

环境 

0.6369 

信用环境 0.5638 

金融配套服务体系 0.1177 

金融市场化程度 0.0550 

金融政策 0.2633 

 

4.用熵权法修正初始指标权重，根据熵权法计算步骤，对改进型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进行修正，结果见表 6所列。 

表 6用熵权法修正后各指标的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熵权 修正权重 二级指标 熵权 修正权重 

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 

发展能力评价 

金融 

支持 

结构 

0.4453 0.3343 

财政补助 0.1998 0.1851 

内部融资 0.1316 0.2456 

股权众筹 0.1998 0.1851 

风险投资 0.1015 0.0180 

上市融资 0.0645 0.0069 

银行信贷 0.1436 0.2861 

融资租赁 0.1592 0.0732 

金融 

支持 

效果 

0.2335 0.0711 

众创空间 

数量 
0.1292 0.0367 

众创空间总收入 0.2733 0.2002 

入驻企业数量 0.1292 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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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企业获得融资数额 0.1949 0.5262 

孵化企业上市率 0.2733 0.2002 

金融 

支持 

环境 

0.3212 0.5946 

信用环境 0.5638 0.4979 

金融配套 

服务体系 
0.1177 0.1166 

金融市场化程度 0.0550 0.0288 

金融政策 0.2633 0.3567 

 

（二）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 

1.评价集的确定 

评价集是对各层级评价指标的一种语言描述，本文评语设定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很好、较好、一般、很差、极差，即 V={v1,v2,

⋯,v5}={很好，较好，一般，很差，极差}。 

2.权重的确定 

根据表 6可以得到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3.计算模糊判断矩阵 

通过对 20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和归纳，结果见表 7所列。 

表 7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能力评价 

目标层 
一级 

指标 

修正 

权重 
二级指标 

修正 

权重 
很好 较好 一般 很差 极差 

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 金融 0.3343 财政补助 0.1851 1 10 7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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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评价 支持 

结构 

内部融资 0.2456 0 13 6 1 0 

股权众筹 0.1851 0 9 8 3 0 

风险投资 0.0180 0 2 11 6 1 

上市融资 0.0069 0 0 8 12 0 

银行信贷 0.2861 0 6 8 4 2 

融资租赁 0.0732 0 7 9 4 0 

金融 

支持 

效果 

0.0711 

众创空间数量 0.0367 3 9 7 1 0 

众创空间总收入 0.2002 0 7 9 4 0 

入驻企业数量 0.0367 0 9 8 3 0 

入驻企业获得 

融资数额 
0.5262 0 8 9 3 0 

孵化企业上市率 0.2002 0 3 5 12 0 

金融 

支持 

环境 

0.5946 

信用环境 0.4979 3 8 6 2 1 

金融配套服务体系 0.1166 1 9 6 4 0 

金融市场化程度 0.0288 0 5 9 6 0 

金融政策 0.3567 0 8 11 1 0 

 

4.根据专家打分构造模糊评判矩阵 

模糊评判矩阵如下： 

 

 

 

5.计算综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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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果”“金融支持环境”三个一级指标下分别计算评价向量为： 

 

(0.0805,0.4015,0.3935,0.0996,0.0249）。计算综合评价向量： 

 

在模糊综合评价向量中，最大值 P2=0.4132，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能力的状况处于“较好”

等级，可以看出安徽省通过金融方式支持众创空间发展取得了较好效果。同时，从每个一级指标来看，安徽省众创空间的金融

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环境都处于“较好”等级，而金融支持效果却处于“一般”等级，这表明安徽省虽然通过多种融资渠道解

决众创空间平台及其平台内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通过逐步完善金融支持环境尤其是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满足

众创空间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实际金融支持效果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金融支

持政策，疏通金融支持推动众创空间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提高金融支持效果。 

（三）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从最终评价结果来看，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综合评价为“较好”等级，表明安徽省在金融支持的结构、效果和

环境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力地贯彻和落实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众创空间发展目标，下面分别针对不同维度指标层

做进一步分析。 

1.一级指标层分析 

(1）金融支持环境在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最大，且处于“较好”等级。金融支持环境是包括投融

资活动在内的所有金融服务所必须依存的外部条件，包括地区法律环境、金融政策环境、金融基础设施、文化环境等。例如，

政府的财税政策、金融激励措施、担保、抵押、信用评级等金融配套服务体系都属于金融支持环境的范畴。任何行业的发展都

离不开金融支持，众创空间也不例外。安徽省相继出台《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实施意见》等支持政策，逐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及其配套设施。同时，在建设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过程中和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下，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使得安徽省具有较好的金融支持环境。但是，安徽省

金融支持环境仍然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方面。例如，众创空间作为一种新型企业服务平台，主要为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服务，

而金融机构资金如果投入到众创空间平台内企业，则其资金周转速度较慢且风险较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为众创空间和金融

机构搭建合作平台，提供适宜的金融支持环境，如制定相关金融支持政策或激励机制、完善融资担保机构，引导资金进入众创

空间。 

(2）金融支持结构的权重仅次于金融支持环境，但仍处于“较好”等级。金融支持结构是众创空间获得各类投融资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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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或方式，是众创空间发展和壮大的基础。目前，安徽省正进一步加快众创空间金融支持体系建设，促进众创空间与政府、

金融机构的合作，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逐步拓宽众创空间的投融资渠道。例如，安徽省鼓励面向“双创”开

展风险投资、天使投资，设立引导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增加众创空间平台内企业的财税补贴和奖励额度，加大“4321”政银

担保合作模式和创新“债股联投”融资方式，引导融资担保机构积极提供担保服务，鼓励银行、投资集团等金融机构对信用良

好的众创空间依法放大产权抵押贷款额度；拓展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市场功能，支持创新产品和业务模式，为众创空间提

供综合金融服务。可见，正是安徽省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宽金融支持方式，完善金融支持体系，才使得众创空间可以通

过直接或间接融资方式对接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瓶颈，进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3）金融支持效果的权重最低，在综合评价中处于“一般”等级。虽然单纯从众创空间的数量、收入和融资数额来看金融

支持效果不够全面，但是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安徽省金融服务众创空间发展的水平和效果。目前来说，尽管安徽省正在积

极优化金融支持环境和结构，但金融支持的效果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金融政策协调性不够，获得金融支持的众创空间缺

乏科学的过程监管，使得其数量和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升，众创空间的金融支持体制与机制还需继续优化和深化。 

2.二级指标层分析 

(1）金融支持结构的二级指标中财政补助、内部融资、银行信贷和股权众筹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金融支持结构具有显著的

不均衡特征。众创空间运行模式的大众性特点决定了其主要处于创业项目的初始阶段，创业者的信用等级和抵押、质押、担保

等融资资质难以有效满足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支持方式的融资条件。因此，需要积极根据众创空间的大众性特点开发与之相匹

配的金融支持模式，例如，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积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专项投资基金，以政府信用和政府资本撬动社会

资本；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权益融资模式和企业债、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模式；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开辟针

对众创空间内优质企业或团队的直接融资板块，进一步拓宽有效的金融支持方式和投融资渠道。 

(2）金融支持效果的二级指标中获得融资的创业团队数量所占比重最大。据调查入驻众创空间的创业团队首要目的是为了

获得众创空间所提供的融资渠道，众创空间能否为足够多的创业团队提供融资服务成为衡量金融支持效果一项重要指标。然而，

与众创空间发展直接相关的众创空间数量和收入两个二级指标的相对权重并不是很高，这也说明通过金融支持方式促进众创空

间发展的效果还有待继续提升，需要加强对获得金融支持的众创空间的日常过程监管，将各市的众创空间数量、企业上市率、

收入水平作为众创空间质量的考核指标，从而引导资金向高质量众创空间平台倾斜。 

(3）金融支持环境的二级指标中信用环境和金融政策两个指标所占比重最大。信用环境是整个金融支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信用环境的缺失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信贷环境的优化，金融政策的欠缺容易引发众创空间的资金链短缺问题，加剧众创空

间中企业或团队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地区信用环境优化，加大信用法制建设，建立以众创空间内企业

或团队为重点对象、金融信用为重点内容的征信体系。同时，安徽省各地市应根据各自特点制定相匹配的金融政策，切实保证

金融政策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省在金融配套服务体系和金融市场化等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相对比较薄弱，这也成为限

制众创空间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 

通过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对设计和落实促进众创空间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安徽省应继续加强金

融支持提升众创空间发展的力度，不断优化金融支持环境和结构，拓宽金融支持方式和融资渠道，特别注重不同金融政策的协

调程度、金融支持与众创空间发展的匹配度以及金融支持体制机制的创新性，增强金融支持效果，满足众创空间发展过程中亟

须的金融支持需求。 

六、结论与建议 

建设高质量众创空间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顺应“创新 3.0”新时代和“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新趋势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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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融支持则是推动众创空间优化创新资源和实现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报告为基础，从多个层面

剖析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利用改进型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来确定各级评价指标权重，再结合

模糊综合评价法从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果和金融支持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总体上处于“较好”等级，其中，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环境处于“较好”等级，

而金融支持效果却处于“一般”等级，这说明安徽省虽然在拓展融资方式、优化融资环境方面成绩显著，但其金融支持效果仍

有待提高。 

第二，从金融支持结构指标来看，安徽省众创空间发展仍然主要依赖于财政补贴、内源融资、银行信贷等传统金融支持方

式，而风险投资、上市融资、融资租赁、股权众筹等新型金融支持方式却未能充分发挥其融资功能，这也表明安徽省金融支持

存在较明显的结构不均衡现象。从金融支持环境来看，金融政策、信贷环境对众创空间发展的促进作用最高，这说明近年来安

徽省相继出台系列金融政策以及逐步优化营商环境已经对众创空间发展起到较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也需注意安徽省金融配套服

务、金融市场化等金融基础仍然相对薄弱。从金融支持效果来看，获得融资的创业团队数量在金融支持效果权重最高，而金融

支持对众创空间的数量、收入和上市率等重要产出指标的作用不够显著，这也表明安徽省金融支持力度与众创空间的产出水平

存在一定的不匹配现象，需要进一步疏通金融支持促进众创空间发展的作用机制。 

鉴于上述结论，结合安徽省金融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实际现状，从金融支持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金融支持结构，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针对安徽省金融支持结构不均衡问题，应该逐步整合省内优质金融资源，

创新金融支持形式，拓宽众创空间融资渠道。例如，在扩大财税补贴和奖励额度基础上，引入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等风险投资，成立安徽省产业发展基金；扩大安徽省“青年之星”信用贷款试点范围，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设立

众创空间金融服务事业部，逐步提高众创空间企业获得融资的比例；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科创板块中试点众创空间专

板模块，鼓励优质的众创空间平台内企业在专板模块内挂牌上市，进行股权、债券、融资、托管等交易，创新“债股联投”新

方式；支持省内金融机构打造创新型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安徽省“4321”政银担保合作机制下推进股权众筹融资、P2P网络借贷

融资等。这些措施旨在优化包括财政补贴、银行信贷、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政银担保合作、股权众筹等多种形式的金融

支持结构。 

第二，疏通金融资本推动众创空间发展的传导渠道，增强金融支持效果。一方面，安徽省应加强对众创空间平台及其平台

内企业的审核与管理，积极开展创新创业辅导和技术指导，强化对获得金融支持的众创空间平台的过程监管，提高众创空间的

收入水平及企业上市率；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创业大赛、项目路演等活动做好众创空间企业与投资机构之间的投融资项目对接，

并及时关注各类金融支持方式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众创空间公共服务云平台建设，建立信息披露与信息共享机制，避免众

创空间获得重复资助，优化金融资源在各类众创空间中的优化配置，强化金融支持对众创空间的成果产出与转型升级的作用机

制。 

第三，优化金融支持环境，提升服务众创空间能力。继续深化安徽省“4321”政银担保合作机制，逐步建立众创空间企业

信用库及其评价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营造宽容失败的金融支持环境和科学清晰的奖惩制度，创新金融支持的

体制与政策，引导资金向高附加值、高成长潜力的众创空间流入，提升金融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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