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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了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我们需要研究和

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领域的成功经验。本文全面解析了法国“双创”的发展情况，

并和中国“双创”的情况相比较，建议通过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开拓新型经营方式、提高项目质量和

完善服务等方式进一步推进国内的“双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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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

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

了极大提升，目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

世界第二位。但随着传统产业市场饱和，产能过

剩，资源承载力严重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攀

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进入了转型和结构调整

阶段，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增

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中国经济步入 “新

常态”。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美日等国家在 20 世

纪下半叶经历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快速下跌，中

国正在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全

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

创”），使之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之一。法国长期重视创新，通过完善法律、减

免税收、提供政府资助等多种方式促进国内研

究机构和企业等的创新发展，近年来更是积极

鼓励中小企业及初创企业的发展，各类企业孵

化器、众创空间等新的产业模式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本文将解析法国“双创”的情况，并与

我国“双创”相比较，为我国深度推进“双创”

提供参考 [1]。

1　法国“双创”情况

1.1　法国政府对“双创”的政策支持

法国政府为了支持其国内“双创”工作的开

展，出台了多项法律政策。早在 1983 年，法国就

开始实施“科研税收信贷政策”（CIR），对科技

型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所投入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

给予税务减免，最高可达上亿欧元，这一政策极

大地刺激了法国企业的创新活力；另一项“竞争

力和就业税收信贷政策”（CICE）也促使更多的

企业愿意在创新领域有更大的投入；法国教研部

为其认定的初创创新型企业（J.E.I）提供部分税

收的减免并为企业研发人员减免部分社保经费；

“工业研究培训协议”则专门针对雇用青年博士

的企业，为其开展创新研发工作提供经费支持；

另外，法国政府还鼓励青年在校学生创业，利用

“学生企业家”（D2E）政策为青年学生的创业项

目保驾护航；2013 年，法国政府启动了“法国科

技之门”（French Tech Ticket）项目，旨在吸引拥

有发展愿景的国际型企业到法国发展，达到联合、

加速和辐射全国的目标，同时吸引更多的国际型

人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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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国“双创”现状

根据创办企业孵化器投资方的不同，法国的企

业孵化器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由政府或者研究机构创办的企业孵化

器：全法国共有这类企业孵化器 23 家，在 2010

—2015 年间孵化了 4 062 个项目，成功孵化 2 809

家创新企业。其中 40% 来自公立研究机构，38%

来自与政府与公立研究机构的合作，剩余的 22%

由政府资助。巴黎企业发展署孵化器（Paris& Co 

INCUBATEURS）、巴黎创新企业孵化器（Agoranov）

均属于此类。

（2）由高校创办的企业孵化器：法国许多商

学院与工程师学校和企业界联系紧密，注重对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了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部

分高校自己创办了企业孵化器。高等经济商业学院

企业孵化器（ESSEC Ventures）成立于 2000 年，用

于支持那些有创业项目的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学生。

截至目前，已经孵化了 245 个项目，创建了 180 家

公司，提供了 800 多个就业岗位 。

（3）由企业创办的孵化器：由企业创办孵化

器是最常见的一种模式，露营（Le Camping）公司

是目前在法国运营良好的代表性企业。露营公司成

立于 2011 年，截至目前已经得到了包括法国铁路公

司、谷歌、巴黎国民银行和法国橙子电信公司等知

名企业超过 1 400 万欧元的风险投资，创建了 60 家

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 90% 都处于盈利状态 [3,4]。

1.3　负责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服务机构：巴黎企业

　　 发展署

巴黎企业发展署（Paris & Co）是由巴黎市政

府分管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大巴黎规划、经济

发展和国际吸引力的副市长让 - 路易斯·米思卡

（Jean-Louis Missika）领导的负责经济发展和创新

的服务机构，旨在为在巴黎投资的国际投资机构与

个人提供法律、税务、地产、人力资源等全方位的

咨询与指导，搭建大巴黎创新平台，促进创新成果

转化与发展。巴黎企业发展署是法国商务部贸易投

资署（Business France）在巴黎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1.3.1　管理模式

初创企业的发展一般分两个阶段，即孵化期和

加速期。巴黎企业发展署为不同阶段的初创企业提

供不同的服务。

对于处在孵化期的企业，巴黎企业发展署根据

不同的产业领域向全球征集创业项目，并组建“项

目评审与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对参选的项目

进行严格的评审。“项目评审与管理委员会”一般

由国家以及巴黎市政府相关机构、相关行业的产业

巨头和投资机构共同组成。例如：巴黎企业发展署

设立的旅游行业创新孵化器，其“项目评审与管理

委员会”成员单位包括巴黎市政府、法国国家旅游

局、巴黎旅游与展会管理局、法国国家航空公司、

戴高乐机场集团、老佛爷百货公司、法国公共投资

银行等。在最近的一次项目遴选中，有近 150 个项

目参加投标，最终筛选出 10 ～ 15 个项目进入孵化

器。所有被“项目评审与管理委员会”选中的项目，

基本上都得到了法国公共投资银行的认可，且每一

家获胜企业都获得了该银行投入的第一笔约 3 万～

4 万欧元的项目启动资金。项目的筛选全程由专业

人士主持，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干扰。被选中的企

业基本上是在同一领域主攻不同方向的企业，决不

会选择相同方向的两家企业同期孵化，以避免不必

要的竞争。同时，由于各个企业所从事的方向分别

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因此同一批获胜项目之间

具备极大的互补性与协作的可能。

进入孵化器的期限是一年，企业会在这一年内

接受高强度的培训和辅导。进入孵化器的企业一般

都是白天办公，晚上做研讨和交流，共同解决创业

过程中的法务、税务、人力资源、市场推广、产品

开发等各方面的难题。巴黎企业发展署还通过举行

研讨会、路演、创新大赛等各种方式，帮助这些初

创企业与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建立联系，利用各初创

企业的才能帮助大企业解决尚未解决的难题，既增

进了相互了解，又扩大了初创企业的知名度。

对于处在加速期的企业，巴黎企业发展署为它

们提供更为舒适的办公空间，在大部分的孵化器内，

巴黎企业发展署有专门的楼层为这些企业提供舒适

的办公条件。这些企业与孵化期的企业享有同样的

权利，可以参与巴黎企业发展署在创新平台组织的

各项活动。

为了帮助初创企业获得市场认可、增加市场

认知度，巴黎企业发展署联合周边的市政府以及相

关的大型企业，共同为初创企业寻求展示空间，让

它们得以探测市场对新设计的反馈并了解其应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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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过去的两年内，巴黎企业发展署共为 100 多

个创新项目在巴黎大区内开展了项目展示活动。

1.3.2　产业方向

巴黎企业发展署管理着巴黎市内的 10 个孵化

器、近 240 家创新企业，是欧洲最大的孵化器集群。

这些创新企业既覆盖了信息通信、医疗、文化创意、

节能环保等传统创新领域，又开拓了旅游创新、体

育事业创新、食品农业创新、电子出版物创新等多

个崭新的创新领域。每一个孵化器都由巴黎企业发

展署管理，有 5 ～ 10 家大型国际企业参与，由法

国国家与巴黎市政府支持。例如：巴黎企业发展署

在智能交通与运输物流领域设立的孵化器，参与该

孵化器的有家乐福、道达尔、法国邮政、巴黎交通

局（RATP）、标致雪铁龙集团、法国天然气集团

等十多家大型国际企业。其中受孵化的企业类型也

十分广泛，包括新型液体燃料、燃料汽车改装成使

用废旧电池的电动汽车、物流派送平台、随意选择

取车地点的租车服务、共享私家车出行、自行车市

内行驶智能路线选择、智能停车位搜寻与预订系统、

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交通便利的用车系统等。

1.3.3　重要活动

每年春季，巴黎企业发展署在巴黎市政厅举

行以“黑客入侵巴黎市政厅”为主题的国际创新

交流活动，2016 年 3 月，近 50 个国家的 3 500 人

参加了此次盛会。活动期间，50 家初创企业在巴

黎市政厅的议会大厅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 家

投资机构和个人举行了项目路演；十多家大型国

际企业向 150 家初创企业介绍了它们在研发与创

新方面的中长期规划；巴黎国际金融协会与巴黎

企业发展署共同举办了法国企业走出去的多个专

题活动，包括非洲、德国、印度和中国等不同国

家的主题。

每年圣诞节前夕，巴黎市政厅与巴黎企业发

展署都会联合举行巴黎创新大赛和巴黎国际创新大

赛，前者面向在法国建立企业的创新公司，后者专

门面向尚未在法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外国创新企业。

2015 年，在生态科技创新、数码文化创意产业创新、

社交生活创新、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服务创新、个

人服务创新以及数码科技创新 7 个领域，共同评选

出 35 家企业参加最后的总决赛，每个领域评选出

了一名优胜者。每一个领域的评委会均由法国大型

企业的研发机构负责人组成。

1.3.4　国际合作

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是法国政府和巴黎市政

府的共同愿望，法国政府通过“法国科技之门”等

政策支持，邀请全球有优秀创意的创新创业者到法

国来孵化和成长。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Anne 

Hidalgo）一直大力倡导创新的国际合作，计划在

未来的 2 ～ 3 年内，使巴黎企业发展署管理的孵化

器中有 30% 的创新企业来自全球其他国家。为了

达到此目标，巴黎企业发展署与美国（纽约、芝加

哥）、加拿大（蒙特利尔）、德国（柏林）、荷兰

（阿姆斯特丹）、以色列（德拉维夫）、日本（东

京、大阪）、韩国（首尔）和中国（北京）逐步开

展了创新交流合作 [5,6]。

2　中国“双创”情况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先后掀起了四次创新创业

浪潮：第一次是 1978 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的承包浪潮；第二次是 1984 年国有和集体承包

经营模式实施后的创业浪潮；第三次是 1992 年邓

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下海”浪潮；第四次就是现阶

段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新浪潮。目前

我国正处在“十三五”计划伊始阶段，推进“双创”

工作，深入开展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

年计划的重要保障。

2.1　政策支持

 中国从 2015 年初开始陆续发布了诸多有关

“双创”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3 月 11 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

创业的指导意见》 ；6 月 11 日，国务院正式出台

《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

意见》；9 月 8 日，国家科技部发布《发展众创空

间工作指引》[7]；9 月 26 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

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

见》。此外，中国还宣布，自 2015 年起，于每年

10 月份举行“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活动。

2.2　“双创”介绍

“众创空间”是我国落实“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政策的载体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微生态环境。

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支持建设众创空间的政策文

件，“众创空间”正在国内迅速发展，根据投资方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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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分为三类。

（1）公益及政府创办的“众创空间”：这类“众

创空间”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大众创

业的风潮，打造风向标式的“众创空间”，起到示

范性作用。“温州众创空间”和 “西安创新设计中心”

都属于此类。

（2）民营“众创空间”：国内“众创空间”

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大多数都是由民间资本掌握

其运营和管理。“创新工场”“车库咖啡”和“36

氪”等知名的众创空间都属于此类。

（3）创客空间：这类“众创空间”不以营利

为目的，主要是为技术型创业者提供研发新产品，

表 1　法中两国“双创”发展情况比较

“双创”特点 法国 中国

地域 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区
主要集中在沿海及沿江一、二线城市，如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

名称
大部分为英文，符合国际化特点，多数名称
和行业有关

大部分语言为中文，名称内容无关行业领域

网站
建设

都有自己的网站，主要语言是法语，部分有
英文版

都有自己的网站，主要语言是中文，部分有英文版

投资方 大部分是混合型，会得到政府的补助 大多数是民营，部分是政府运营

规模 场地普遍较小，基本在 300 ～ 500 平方米 场地规模较大，1 000 平方米以上的较多

租金 按天或者周、月进行租赁，费用较高 费用较低，可以灵活租用场地

管理 管理人员较少，但通常具备专业能力和知识 管理人员很少，客户有时充当管理人员角色

运营
模式

提供办公和会客条件，以及诸如财务、法律、
市场等各种培训服务，是以专业的孵化器形
式运营

提供咖啡及各种饮品，通常是以咖啡餐饮吧形式运
营

培训 重视创业导师的培训、指导 很少进行培训

创投
基金

以法国投资银行的支持为主，创投基金为辅，
以众筹方式作为补充

创投基金数量多且资金充足，以众筹方式作为补充

起源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发展 2014 年后开始发展

发起人 多为创业者发起 多为投资人发起

品牌
发展

趋向国际化，注重品牌形象打造 数量增长迅速，但有同质化现象，质量不高

实现工程化的设备和条件。“北京创客空间”和“深

圳柴火创客空间”都属于此类。

3　法中“双创”对比

由于国情、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法中两国在“双创”领域各有特点，表 1 从多方面

横向比较了两国“双创”的情况。

从“双创”发展的时间来看，法国的“双创”

起步较早，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通过减免

税收鼓励企业的研发活动。特别是在 2008 年全球

经历了经济危机后，法国进一步出台了大量政策法

规，建立了大量孵化器，鼓励企业创新；我国是在

2014 年 9 月 10 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由

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双创”概念，之后在 2015

年 3 月 5 日的两会政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再次提

到要“把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就一定能

够迎来万众创新的新浪潮”，从而在中华大地上掀

起了“双创”的热潮。

从两国发展“双创”的地域来看，科技和经济

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双创”的热点区域。法国国土

面积有限，巴黎是其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

几乎所有的“双创”企业都扎根在巴黎；我国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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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除了北、上、广这几个一线城市外，沿海和

沿江的众多二线城市也具备推动“双创”的软硬件

条件，“双创”在我国有着比法国更广泛的生长土壤。

从两国“双创”企业的特点来看，由于法国市

场有限，法国的“双创”企业在创业之初往往办公

面积都不大，但发展目标基本都着眼国际市场，注

重英语网站的建设和品牌的打造，起步阶段善于向

专业的创业导师学习，申请政府的补助比较容易；

而在我国境内，“双创”企业数量众多，绝大部分

企业都把业务重心放在本国市场，重视公司环境和

中文网站的建设，但往往表现出企业不注重培训，

缺乏核心竞争力，同质化严重的问题。我国的“双

创”企业大多数是得到民间资金的支持，只有少数

企业能享受到政府的补助。

另外，两国的“双创”企业在运营模式、管理

方式和投资角色上也存在区别，法国倾向于在孵化

器内发展，重视规范的管理，通常是创业者自己创

建公司；而中国的“双创”企业流行在咖啡吧等餐

饮类企业内起步运营，绝大部分企业是得到了投资

人的认可后开始发展，缺乏系统的管理规划。

4　启示与建议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由 20 世纪 90 年

代初到 21 世纪初的快速增长进入了深度调整的中

低速增长，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更广的层面

展开。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

也进入了发展模式转型期。这一系列的内部和外

部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放缓增

长速度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

机遇，促使中国经济在更有质量、可持续的基础

上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目前，供给侧改革正在

全面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中

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 [8]。法国一直

以来都非常重视创新创业，中法两国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各具特色，比较两国的相关情况，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建议。

（1）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

中法两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在这个历史时期出

台大量政策支持各自国内的“双创”建设，极大地

推动了各自国内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但是由于国

情的不同，两国政府实际支持“双创”的方法也各

具特色。法国资源集中，绝大部分的“双创”型

企业都扎堆巴黎，政府的各项政策能够得到迅速

落实，几乎所有被政府认可的“双创”型企业都

能够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而中国的市场庞大，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各

种优惠政策支持“双创”工作，但是各地的落实

和执行情况却不尽相同；各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

的引导下也相应地制定了许多适合本地的“双创”

政策，但是随着各地“众创空间”的快速发展，

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众创空间”、孵化器数量过

剩的情况，国家财政补贴有限，也不可能对所有

的项目进行支持。因此，建议政府继续加强引导，

合理规划财政投入和社会资源的使用，使“双创”

真正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2）开拓新型经营方式

“众创空间”是创新创业孵化链条的重要组成

部分，既具备创业孵化载体的一般特点，也具有鲜

明的自身特征。目前我国的“众创空间”多以营业

性餐饮的形式出现，低成本和便利化的优势非常明

显，一般初创企业的目标客户大部分都在国内。法

国的“众创空间”基本以专业公司的形式出现，注

重孵化过程的全要素融合，并且绝大部分初创企业

具有国际视角，将欧洲甚至全球市场作为其发展方

向。建议我国“众创空间”的发展借鉴法国的方式，

不仅仅关注初创企业的起步阶段，同时可以提高对

初创企业后期发展的支持。另外，可以将发展眼光

放至全球，积极发展“离岸孵化器”“远程孵化”

等全新的孵化方式，灵活使用全球资源。

（3）提高“双创”项目质量

综观我国“双创”企业的类型和项目，目前绝

大部分是基于“互联网 +”的小型创业型公司，虽

然很多公司都具有创新的理念和思维，但是离创新

引领行业发展的目标还相去甚远。而法国很多“双

创”公司，从初创阶段就瞄准了某个行业的发展趋

势，从宏观上占据了该行业的未来市场。因此，建

议我国重视扶植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并努力

支持其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做大做强，成为具

有强大品牌价值的创新型企业。

（4）完善“众创空间”服务功能

目前我国的“众创空间”大部分是通过提供场

地和餐饮吸引和集聚创业者，从而实现盈利。建议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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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众创空间”合理借鉴法国同类机构的运行

方式，并结合国内高新技术开发区、创业园等的经

验，完善各项服务功能。包括：为不同领域的创新

者提供涉及商业、管理、市场、法律、税务等方面

的专业培训；提供产学研一条龙的专业化技术创新

服务；利用天使投资、众筹等方式，为“双创”型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建立“双创”导师队伍，提供

长效服务；积极开展项目路演、宣传推介等活动，

举办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为创新创业者提供发展平

台并提供申请政府支持等服务。

（5）增强“双创”国际合作

充分利用全球创新创业资源，坚持“走出去，

引进来”战略。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的“双创”

企业“走出去”，有效整合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

市场，扩大中国“双创”的国际影响，开展与海

外资本、人才、技术项目及孵化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创新创业要素跨地区、跨行业的自由流动，

利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方式，将中国的“双

创”企业推介给国际社会。同时，积极将国外先

进创业孵化理念和模式、创新项目、创业人才“引

进来”，为其搭建国际创新创业合作平台，开拓

合作业务，促进我国创新能力的建设。通过“双

创”“走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不断营

造我国创新创业的良好国际环境，进一步激发创

新创业的活力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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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upon France’s Experience to Promot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DONG Lin
（China International Nuclear Fusion Energy Program Execution Center, Beijing　100862）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new normal”. In order to find new impetus for 
growth from the supply-side reform, we need to study and draw upon experience from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in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France, and compares it with China, and finally makes some 
recommendations on promotion of China’s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al 
guidance and support, exploring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improving project quality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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