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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及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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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享经济不仅带来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正在引发创新模式的深刻变革。抓住共享经济机会，大力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

本文界定了共享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 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主体扩容、交易成本降低、社会资本增强等方面探讨了

共享经济影响创新的主要机制，针对新形势下如何利用共享经济促进创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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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ring economy not only brings major shif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ut also leads to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mode of innovation.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sharing economy and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l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and the key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haring economy,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sharing economy on innovation 

from innovation resources optimization allocation, expansion of innovation subjects, re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enhancement of social capital, and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 of how to use the sharing 

economy to promote innov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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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享经济也称分享经济，正在成为我国乃至

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目前，国家层面提出

要大力推动包括共享经济等在内的新经济快速发

展，许多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共享经济新模

式。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共享经

济规模不断扩大，预计未来5年共享经济年均增

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共享经济规模占

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1]。共享经济正在逐步

渗透到各个领域，必将对创新创业活动产生深刻

影响。本文拟从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出发，分析

我国共享经济对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明确新形

势下推进共享经济、实现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和

政策建议，为更好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

借鉴和参考。

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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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享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早期关于共享经济的研究，既包括消费领域

的共享经济理论，也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经济理

论。美国学者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
和琼·斯潘思（JoeL.Spaeth）于1978年在合著论

文《社区结构和协作消费》中提出共享经济概

念，认为共享经济实质是一种合作消费方式，即

所有者将自己的闲置资源，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

提下对其使用权进行分享的消费方式 [2]。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

版了《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一书，

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

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经济制度

以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 [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提出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只要制

定好相应的制度，人们可以共享能产生利益的公

共池塘资源 [4]。罗宾·蔡斯在《共享经济：重构

未来商业新模式》一书中对互联网基础上的共享

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共享经济的三要素：

闲置资源、共享平台、人人参与 [5]。杰里米·里

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提出以协同共

享的模式替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交易模式 [6]。

早期的共享经济是建立在消费所有权与使用权分

离的基础上，更强调的是剩余资源的拾遗补缺、

有效利用。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

历次危机引发理论界对资源充足性、社会可持续

性、各类结构性失衡矛盾的担忧，共享经济理论

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共享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发生

显著变化。共享经济不仅成为消费方式、分配方

式的一种补充，而且是建立协同高效经济社会生

态系统的关键。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共

享经济，是指不特定市场主体以互联网等新技术

为依托，以社会信任为核心，以商业机制为纽

带，实现资源共享、价值共创、利益共有，促进

社会资源高效配置和参与主体协同共赢的一种新

经济模式。

这一经济模式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参与主

体的创客化。传统的工厂化、公司化模式由于门

槛较高，参与主体较少，而共享经济是一种大众

可广泛参与的创客经济，参与门槛大幅降低，任

何具备一定资源或技能的个体都可以参与共享，

获得收益 [7]。二是价值创造的协作化。共享经济

不仅仅强调资源和利益的分享，更强调新价值

的共同创造，即由资源提供者、资源使用者与第

三方共享平台共同创造新价值，相互竞争变成了

共同合作，传统的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所替代。

三是资源利用的社会化。共享经济将个体所拥有

的作为一种沉没成本的闲置资源进行移动化、分

散化和社会化利用，对闲置资源配置的范围更广

泛，使缺少资源的用户拥有资源使用权，也令原

本闲置过剩的资源产生价值。四是产权结构的共

有化。共享经济是一种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产

权共有模式，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基于产品使

用时受排他性影响的共享，这实际上是在同一所

有者控制下特定物品在不同需求者间实现使用权

移转；一类是基于产品使用时不受排他性影响的

共享服务，产品使用权转移过程同时伴随所有权

转移，比如二手物品交易、信息服务、数据共享

等。五是技术支撑的平台化。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及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以

及移动终端的普及，孵化培育出一批新型共享经

济平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原先由于技

术手段或商业模式限制而无法参与经济领域的碎

片化闲置资源，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与多

样化需求的高效连接，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

式和商业交易模式。

3 共享经济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迫切需要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

创新。共享经济不仅本身体现了技术创新与商业

模式创新的结合，而且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方式、

扩充创新创业主体、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社会资

本等方式，对创新活动正在产生深刻影响(图1)。
3.1 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共享经济有助于重新配置知识、技术、资

金、人才、科研条件等各类创新资源，将存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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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转化为能提供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创新资源，在

更大范围内参与整个创新过程。一方面，可以大

幅提升创新资源利用率，共享经济的发展使创新

资源的社会化使用更为便捷，各类创新主体可以

按需租用设备、厂房及闲置生产能力，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创新资源与生产条件的优化组合，进而

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创新资源供

应量，过去创新资源供给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为主，共享经济使得个体也成为重要的创新资

源供给者，进而提升了全社会创新资源的供给总

量。比如，物品的共享降低了供给和需求两方的

成本，大大提升了创新资源对接和配置的效率；

知识的分享可以让每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发挥更大

价值，如猪八戒网、知乎网、分答网、百度文

库、维基百科等为个体提供了分享知识技能的重

要平台；公共数据资源的共享让众多分散的数据

成为可利用的数据资源；科学仪器设备的共享不

仅使科研院所等单位提升了仪器设备使用率，而

且使有实验需求的科研人员或创业者节省了时间

和资金，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创新创业活动；

人才的共享和流动有利于知识的溢出和人力资本

的增值，也将促进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

3.2 创新创业主体扩容机制

共享经济的发展使得创新创业主体越来越呈

现微型化和个体化特征，传统经济模式下个人需

依附于企业或其他商业组织，间接向最终消费者

提供服务和产品，共享经济的出现打破了个人对

企业和其他商业组织的依赖。同时，过去要成为

一个创新创业者，要跨越技术、资金、政策等多

重门槛，共享经济模式的去工业化和去中心化，

极大地降低了门槛，使个人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化

大生产和创新创业活动中，每个人都可能从被动

的消费者转变成创新创业者。由于个体创新创业

带来的是本地化、专业化、个性化、多元化的价

值，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每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都可能通过参与共享经济得到放大。随着共享经

济日益普及，生产与消费日益紧密结合，创新创

业将日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将有效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以大连创客空间公司为例，该公

司依托互联网平台，发挥公司网络注册登记的28
万余名工程师的智慧，较好地实现了机床生产者

与需求者的对接，完成了大量旧机床的改造和新

机床的生产。

3.3 交易成本降低机制

传统产业链或价值链中最初供给者到需求

者的价值与信息传递是单向的，且其中间需经过

多个中间环节才能完成最后交易，交易成本会因

环节繁琐与信息不对称而大幅增加。共享经济的

图1 共享经济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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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从形态上不同于传统产业，依托互联网的

共享经济平台可以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

不对称，共享平台填平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信息鸿

沟，信息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减少使得市场型

交易成本开始低于企业型交易成本。一方面，共

享经济平台对于个体无需付出传统意义上的管理

成本，个人也无需对共享经济平台负责，相比传

统企业，其内部交易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与没

有平台支持的个体相比，共享经济平台把原本不

能获利的资源通过较低成本组织起来，并通过统

一平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降低了供应方与需求

方相互获取信息、达成协议的外部交易成本。同

时，共享经济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增加特定供给

者或需求者可选择的交易对象，扩大了交易主体

的可选择空间和福利提升空间。交易成本的降低

和交易空间的扩大，进一步拓展了创新空间，提

高了创新活动的效率。

3.4 社会资本增强机制

共享经济中有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关系、

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关系、服务机构和创业者之间

的关系、投资人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投资人和

创业者之间的关系、创业者和创业者之间的关

系等，这一庞大立体的网络，有助于建立新的

社会连接。一方面，共享经济模式中的对等、公

平的理念，可以打破社会阶层隔离，从根本上扩

大人们分享的社交网络，把各阶层的人带入同一

个对等的平台，促进不同阶层人群对话、交流与

理解。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任经

济，发展共享经济会促进信息日渐透明、对称，

有助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重新构建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8]。很多共享经济企业都强调

建立社交网络的特点，而且这种动机在用户间是

普遍存在的。比如早期的沙发客、后来的Airbnb 
及国内的小猪短租，主张的都是个性化交往的体

验，目的在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培育

新的社交经历和关系来创造更多的新价值。随着

社会资本逐步积累和增强，会带来更多的知识溢

出，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

产生和扩散，使得跨界创新成为常态。

4 利用共享经济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类新经济模式，共享经济不仅带来资

源配置方式的重大转变，而且正在引发创新模式

的深刻变革。抓住共享经济机会，大力推进技术

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关键路径之一。目前，我国共享经济发展

仍面临着许多障碍，对创新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尚未有效发挥。建议政府管理部门可以在以下几

个方面发力，有效增强共享经济在促进创新中的

重要作用。

4.1 加强系统设计，引导共享经济与科技创新创

业紧密结合

共享经济从理论上可以解决过度投资、产

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重塑经济发展的价

值内涵和衡量标准，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然而，目前我国共享经济发展总体上仍

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是市场主体自发探索，缺乏

系统的战略引导，对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支持

和带动作用不足。如果长期缺乏高质量的产品和

服务供给，那么我国共享经济也难以持续健康发

展。建议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制订促进共享经济发

展的战略规划、指导意见以及一揽子政策，以服

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为出发点，以支撑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发

展高质量的新兴业态，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

体系，进一步明确共享经济发展重点领域、主要

方式等，推进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共享经济发展规

划，建立和完善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相关财税、

金融、知识产权、人才等配套政策。

4.2 加强政府公共创新资源共享，引导和带动社

会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

政府作为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公共服务供给

的上层主体，主要提供普惠性创新资源共享公共

服务。一方面，加大创新资源共享基本公共服务

的财政投入，创新支持方式，加强对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和重大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行的支持，

最大限度地公开政府信息资源及其他各类创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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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尽快构建面向全社会的普惠性的创新资源共

享服务网络。另一方面，要及时更新政府采购体

系，让共享经济平台进入政府采购体系，促进社

会资源与政府需求的对接。支持共享经济机构建

立服务科技创新的产业链联盟和行业协会，支持

共享经济企业与金融机构、创业投资机构、产业

投资基金深度合作。支持共享经济产业链联盟发

起设立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以

满足共享经济企业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创新需

求。

4.3 探索建立适应性规制，健全开放包容的共享

经济监管机制

对于难以预见的新生事物，现有的规制往往

会涵盖过度或涵盖不足。传统行业的从业者一旦

利益受到威胁，就会利用这一规制的内生缺陷，

要求执法者将新生事物纳入规制范围之内。当以

自愿交易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与以强制权力为特征

的规制相遇时，规制强度和灵活性将决定共享经

济的走向 [9]。目前对共享经济规制的创新不足，

传统资质准入制的行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共享经

济新业态发展的需求，宽准入、事中事后严监管

的监管模式又尚未建立，政府监管技术手段难以

跟上，让共享经济既存在监管缺位，也出现监管

不当的问题。面向未来，要建立适应性规制，积

极鼓励共享平台企业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合理

发展，然后通过试错机制针对共享经济发展存在

的障碍和问题，适度调整或清理旧规则，以较小

的成本来改变原有规制策略，建立新监管体系。

实施分类和动态监管方式，针对共享经济的不同

细分业态，采用差异化的监管方式；针对共享经

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监管和治理方法。

研究制定保障参与者权益的底线标准，尽量在创

新与潜在风险之间保持平衡，鼓励有条件的行业

和地方先行先试，进而为共享经济的繁荣发展留

出足够的空间。

4.4 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强化共享经济发展的基

础支撑

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还在于产业配套缺

乏，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产业链条存

在缺失，如移动互联网的Wi-Fi资源、能源互联

网的能源并网、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等配套非常

缺乏，使共享经济发展的空间整体受限，特别不

利于高质量新兴业态的培育。同时，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不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无论是哪一

类共享经济模式，都要确保交易双方讲诚信。建

议加强共享平台发展中所需的配套体系建设，一

方面，加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和物流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进一

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

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

构建一个和谐共赢的交易环境。

4.5 大力倡导共享理念，营造共享经济发展的文

化氛围

共享经济发展的前提在于观念的转变，目前

尽管各地共享的理念和意识正在逐步培育，但许

多创新资源拥有单位、创新创业者、消费者对共

享经济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均认识不足。要加大宣

传推广，推动共享理念和价值的普及，消除社会

公众对于共享经济的疑虑和误解，提升对共享经

济的认知度和参与度。鼓励创新资源拥有者积极

探索多种途径的共享活动，并推广共享的成功经

验；教育机构要发挥作用，培养人们的开放、合

作观念，引导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改变过去那种

封闭式的研究思想，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去搞研

究；同时，加强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普活动的

结合，促进共享理念和文化的广泛传播。

5 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时

期，共享经济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通过优

化创新资源配置、扩充创新创业主体、降低交易

成本、增强社会资本等方式，改变以往创新的层

次化运作模式，形成全新的网络运作模式，创新

主体与消费者之间互动更加频繁紧密，创新创业

的空间不断拓展。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全面加强

共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发展模式、核心技术、监

（下转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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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方面均采用了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但我国

重大科技计划中并未采用PPP模式。在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形势下，PPP无疑是在某

些战略性领域快速实现创新创业的有效工具。因

此，建议我国科技计划在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

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础和人才

专项四类技术创新计划中，各划出一部分资金，

采取PPP模式。选择攸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

技术领域，制定战略研究议程和年度研究重点，

依据年度工作计划面向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项目

征集和招标等活动，充分调动中小型企业参与合

作的积极性，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

下建立利益共同体。取得运作经验后，建立大范

围PPP合作机制，围绕战略性科研与创新规划集

中精力并协调开展行动，使重大科技项目更好地

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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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方式、政策需求、风险防控等方面的研究，有

效引导创新创业的大方向，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全社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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