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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

项 目 申 报 表

项目名称:“孵化器+信息披露+融资”多功能众创平台的构建

学校名称 长沙理工大学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性 别
入 学 年

份

杨俊宇 201526060319 金融学 男 2015

朱泓霖 201521030228 金融学 男 2015

杨麒颖 201558080120 金融学 男 2015

鲍晓宇 201539110102 金融学 女 2015

张艺枝 201558080106 金融学 女 2015

指导教师 尹筑嘉 职称 副教授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 项目科类(理科/文科) 文科

学生曾经参与科研的情况

无

指导教师承担科研课题情况

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 15BGL041）：《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

与非国有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治理研究》（研究起止时间：

2015.7-2018.12），经费 20 万元。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2、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15YBA014）: 《大股东异质性及

其利益均衡研究》（研究起止时间：2016.1-2018.12）。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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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 09YJC90231）：《大基于流动

性约束的大宗股权定价研究》（研究起止时间：2010.1-2012.12），经费 5 万元。

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已结项。

4、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08YBA165）：《市场创新、制度设

计与风险防范--市政债券在长株潭一体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研究起止时间：

2009.1-2011.12），经费 0.8 万元。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已结项。

5、主持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批准号 2013M541059）：《整体

上市的环境、模式与绩效研究》（研究起止时间：2009.12-2012.12），经费 3万元。

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已结项。

6、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 41571524）《异质性资源禀赋

下城市生态效率度量、空间溢出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研究起止时间：

2016.1-2019.12），经费 72 万元。依托单位：湖南大学，在研。

7、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 71301014）《基于二层规划的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研究起止时间：2014.1-2016.12），经费 25 万元。

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在研。

8、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10CGL039）《大股东控制与上市公

司治理均衡研究》，（研究起止时间：2010.7-2013.12），经费 10 万元。依托单位：

湖南大学，已结项。

9、参与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批准号 09JJ1010）《收益率分布特征与投资

者行为偏差》（研究起止时间：2010.1-2012.12），经费 40 万元。依托单位：长沙

理工大学，已结题。

主持的教研教改项目

1、主持湖南省教育厅“十一五”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 XJK08BJM003）《两

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湖南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培养战略研究》（研究起止时间：

2009.1-2011.12），经费 0.5 万元。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已结项。

2、主持长沙理工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体验+讨论’”式教学方法在投资

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在研。

http://www.hnedu.cn/web/0/200909/14171041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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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研究和实验的目的、内容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在当前已有的孵化器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高效的投融资中介，资

金被金融系统导向最有潜力的项目，提高新三板市场的质量。投资公司如何培养

真正具有潜力的公司，提供相应需要的服务，还要处理好和待孵化企业的利益冲

突。并且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来获取投资者的信任，吸引投资者对孵化

项目进行投资。

2.通过更有效的风险规避方法，使新三板市场能够吸纳更多资金从而增加新

三板内股票流动性。新三板市场现在是一个风险极高的领域，于是限制了投资者

的资历和资金要求。同时也限制了市场资金的流动性，不利于风险的转移。通过

构建孵化器+信息披露+融资众创平台，可以吸纳更多小型资金流进行分散投资。

在规避了风险的同时，增强了金融系统引资金流的能力。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国内外有关众创平台运营模式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研究文献数量丰富，这里

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1 中小微企业的孵化器的运营及其影响因素

企业孵化器作为一种灵活的设施，可以帮助新生和成长中的企业在他们初创

脆弱时期得到生存和发展(Gulotta & McDaniel，1995)。在中国，吴杰、周海生

等人（2016）认为众创空间（孵化器）作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效路径

而备受推崇,但是这一热门词汇的内涵尚无统一界定,亟待作出研究性界定，作为

一种新型的综合服务平台,其 3大基本功能在于整合创新创业资源、提升创新创业

效率、弘扬创新创业文化;构成要件包括空间载体、创新创业主体、创新创业活动、

资源要素、制度规则共 5 个方面。在建设孵化器过程中,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政策

体系,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另一方面,要综合把握孵化器的内在规律和现实环境,探

索有效的战略路径。

孵化器能否顺利运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李岱松、王瑞丹等人（2005）认

为，孵化器的成功运营需要进行成立前的可行性研究，并在财务平衡、治理结构

和经营团队、股东网络系统、设施选择、入孵企业的选择和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

细致的安排。Bruneel 等（2012）提出商业孵化器的企业管理、资本运作、科技

交易能力及前期科技的灵活性使得非定向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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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r 等（2012）认为商业孵化器作为牵头投资人挑选招聘有商业潜力的创意项

目，作为经营者研发生产及市场运营，保证资本市场回报与大企业获取需要的科

技资源，是一种批量生产行为与持续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朱玲（2015）认为科技

孵化器的投融资额度、孵化规模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大投

融资力度、扩大孵化规模等措施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崔静静、程郁（2016）

研究了对孵化器的政策支持是以税收政策为主，孵化器的税收减免对孵化基金、

孵化器专业技术人员数的激励效应显著，对于科技孵化器，其投资额度对高新技

术产业的影响更大。

近两年，随着国内创业企业需求的变化，商业孵化器的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创

新，表现为一种基于技术与资本市场的商业孵化器（刘伟等，2015）。梁云志（2010）

通过分析指出建立创业投资与专业孵化服务相结合的孵化器，即资本型专业孵化

器，并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将是孵化器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司春林

（2010）等论证了孵化器本质是一个智力型服务机构，可自我持续发展的孵化器

是一个能与创新企业、合作伙伴共赢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邱国栋（2010）等提

出了以“孵化器＋风险企业＋风险投资”为主体的区域创新系统新构架了，描述

了区域创新系统的系统结构与系统动力机制，以期为政府的区域经济决策或宏观

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专注于研究孵化器形成的区域创新体系、支持类

型及政策需求，而国外基于社会创业与商业孵化器的商业模式创新，引入社会网

络和社会资本等概念研究孵化器效率及内部运作管理模式。

2 众创平台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

Stiglitz & Weiss（1981）提出，由于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引发

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导致银行贷款供给不一定是贷款利率的单调函数，

因此便会出现信贷配给，而信贷配给的出现会导致很多企业即使愿意支付较高的

利息，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而无法获得贷款。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道

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缺乏有效担保和抵押物等状况而产生的融资困难问题，是大

多数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许多研究提出互联

网金融的兴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例如，王晓龙等（2015）探讨了基于

互联网金融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的问题，得出结论：互联网金融由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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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便捷性、高效性等优点，能够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郑志来

（2015）分析得出结论互联网金融要想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应加强四

方面政策：与传统金融融合；由政府牵头成立全国范围的统一信用平台；政府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两化建设补贴；政府应尽快出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

钟田丽（2014）等利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各投入要素与融资结

构选择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各创新投入

要素与融资结构选择存在相互影响的负相关关系。赵驰（2012）等研究发现，信

用缺失与融资约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动因即追求短期

预期金融回报，信用缺失是在此条件下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强化了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从而抑制中小企业成长。

总体而言，专家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仅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拟上板

中小企业来说，自身的条件也密切影响着融资结果。本文将着重于中小企业自身，

设想实施中小企业集合担保信贷计划，以化解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对称性，通过

对其进行孵化的过程中，提高中小企业的信用度，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扩大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3 众创平台与中小微企业的信息披露

新三板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全、会计信息披露规则的不完善及外部监管

的不足都直接影响着新三板企业的发展。徐俊（2016）对目前国内新三板市场会

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说明，并提出建议对策：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披露制度；

市场主体各司其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而黎航（2014）则对我国当前中小企

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提出相关建议：对中小型企业提供较为简略的损益表和资产

负债表；对中小型企业可要求提供的简略的或不提供现金流量表；改进中小新企

业会计报告模式的研究根据等相关建议。姚建萍（2011）对提高中国创业板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健全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制

度；完善信息披露的监管体制；培养理性的投资者。

于团叶（2013）等研究表明：创业板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不高；股流通比

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股权集中营、“四大”审计和两职合一均与

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企业规模、营运能力和财务杠杆都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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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负相关。罗倩（2013）提出完善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建议：通过健

全信息披露法规体系；完善对信息披露的主体及上市公司的治理，分别从治理结

构和内部控制两个方面去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加大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的监管。

归纳而言，专家学者们只单纯的分析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存在着信息披露

不真实、不对称、不完整、不及时及监管不利等问题，提出挂牌公司应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监管机构应加强监管及惩罚力度，培养更理性的投资者等建议，并未

在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孵化过程中发现其信息披露问题进而解决。

而本文所提出的多功能性众创平台，在对拟上板中小型企业的孵化过程中，

一并发现其存在的融资问题和信息披露不完善问题，使这些中小型企业能更佳稳

固的存在于新三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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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学生有关的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1、2017 年三月下旬，在尹筑嘉老师带领下，我们一起实地考察了三一众创

孵化器平台，并咨询提问了项目负责人。了解到三一孵化器平台是三一重工公司

名下的融资平台，它凭借管理优势以引导为主，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场地业务、

法律援助、技术支持、融资活动等服务。而获得服务的产业将获得半年的观察期，

如果没有取得一定的成果，将失去平台的支持。对于那些经过平台支持融资成功，

成功上市新三板的公司来说，作为回报，三一孵化器平台将持有相对小比例部分

融资成功的公司的股份，如果有与三一众创产业链相关的，三一众创将视为投资

项目进行投资。三一众创在我们的项目范围内做的有参考价值的在于以下几点：

1) 孵化能力：

三一众创寄身于三一重工，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作为后盾。可以给入孵企业

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及帮助。除了给予办公场地、管理技术的支持之外，还可以

给予入孵项目科学技术上的支持。无论入孵企业具有技术疑难、装配问题还是吸

引客户的问题，三一重工是可以给予足够的帮助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孵化

器可以专攻某一或某几产业，依托该产业的领头企业以期得技术支持。如此一来

可以大大提高入孵项目的成功可能。

另外，三一众创还可以为具有技术壁垒的互补企业提供融合的机会，以期减

少或消除两企业的技术壁垒。使二项目合一并获得更大的发展。这给我们的思路

是：可以建立孵化器信息中转站平台，中转项目信息。对于时间隔离、空间隔离

以及孵化器信息中转站平台的运营是我们今后调研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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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资功能与信息披露

对于融资功能而言。三一众创吸引资金的方法是：依靠所寄托企业，寻找相

关领域的风投人、进行定期路演，把孵化器本身做成一个品牌。并给入孵团队在

每周进行定期例会。通过这些举措吸引风投人、私募的资金投入入孵企业。同时，

三一重工自身也会对其看好的入孵团队投入资金。在入孵团队进行到 IPO 前 A 轮

融资或是 B轮融资时，三一众创就会撤资。

同样的，我们的“孵化器信息中转站平台”可以成为融资的一个中介。将“孵

化器信息中转站”做成一个品牌，吸引业内私募、风投的资金。不同的入孵团队

可以在中转站上具有自己的页面。通过这样，投资人与被投项目之间的联系也更

加密切，可以大大减少信息不平衡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2、以上调研成果已形成调研报告。

项目的技术路线及预期成果

（一）项目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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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研究对象

孵化器

文献分析

文献研究 实地调研 比较分析

融资平台

信息公开平台

数据录入 数据整理 数据分析
问题研究机制

分析归纳

数 据 收

集

假设模型

模型结论分析

展望

多功能众创平台发
展中的角色

现有制度存在的问

题

建议、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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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和工作内容（分年度写）

时间 工作内容

2016.11-12

初步构想出一个新的机制，具体功能可以达到将投资

者和待上市企业直接联系起来，并提出孵化器、投资者、中

小微企业在上板时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2017.1-2017.6

具体研究拟上板企业进行资金重组，股份再构时的过

程，通过构建新型孵化器平台，发现并提出在筛选企业以及

吸引资金时最有效的方案。

2017.7-2017.1

0

建立一个全新高效的投融资中介，具体目标是能减少

资金的损失，将有限的资金导向最有潜力的企业，产生最大

的经济收益，提高新三板市场的质量以及改善股票流动性。

指导教师意见

在政府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条件下，本项目以新三板快速发展、

众创平台不断涌现为研究背景，从改进传统企业孵化器服务功能这一视角出发，

尝试将信息披露功能和融资功能融入企业孵化器，以期为众多创新企业提供更优

质的上板服务。

本项目小组的五位成员，勤奋好学，研究态度认真，在刚度过转专业学习的适

应阶段后，就主动申报本次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在申报书撰写过程中，

从选题，到文献梳理和综述的撰写，再到研究内容的确定和技术路线的绘制，多

次与指导教师沟通，反复修改申报书，已经具备初步的分析本项目拟解决问题的

能力。鉴于此，推荐其进行申报！

签字： 日期：

注：本表栏空不够可另附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