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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作为中国科技政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孵化器）经

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科技部的指导以及地方

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孵化器在各地快速发展，已成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科技企

业和企业家的重要载体，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创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助推器。中国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主要成效和特点如下：

1、激励科技创新创业，培育了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企业

孵化器始终将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创业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据统计分析，全国

超过 95%的科技创业企业在孵化器发展聚集，数量逐年递增。截至到 2012 年末，全国

纳入统计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 1239 家（其中国家级 435 家），孵化面积超过 4300 万

平方米，服务和管理人员总数达到 2.2 万余人，在孵企业超过 7 万家，创业团队超过

143 万人。已有近 5万家创业企业从孵化器毕业，毕业后上市的企业超过 180 家。

孵化器通过全方位强化孵化服务体系，有力支持了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培育了一

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先锋（源头）企业和主导（龙头）企业。据统

计，2012 年在孵企业获得专利批准 57515 项，其中发明专利 14981 项。孵化器内超过

90%的企业申请了各类知识产权保护，60%的企业获得专利批准，其中发明专利和软件著

作权超过 40%。孵化器已成为国家高新区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近年高新区内新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大部分均来自于孵化器的毕业企业。孵化器的大批毕业企业已成

为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杰出代表，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成为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初始力量。

2、集聚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了一批科技创业团队和科技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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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形成的创新创业资源优势，吸引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大学生和留学回国人员

聚集，从而成为培育创新创业团队和科技企业家的摇篮。据统计，国家“千人计划”的

创业类人才中，60%以上来自于孵化器内的创业企业。截止到 2012 年末，孵化器中的留

学生企业已近 9,000 家，留学回国创业人员达到 19,602 人。一批在孵化器成功创业的

企业家，已成为引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创业明星。

通过在孵化器中建立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基地，进一步发挥了大学生的人才优势和

创业热情，有效引导了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已认定的 149 家基地中，已有大学生

企业 8000 多家，带动了数万名大学生创业，新增就业岗位近 10 万个。

3、贡献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工作已成政府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孵化器在促进区域创新创业方面显示的推动作用，激发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创办

孵化器的热情。孵化器事业正从中心城市或国家高新区向有条件的县市区辐射，体现了

创新创业与当地资源、产业方向和市场需求的有机对接。目前，全国经济比较发达或科

教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都建立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

山东、青岛、大连、武汉、合肥等省市正在实施孵化器覆盖各县区的发展计划；安徽、

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和新疆、宁夏、内蒙、广西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孵

化器发展势头迅猛，孵化效率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内蒙、西藏创立的异地孵化模式，

已培育和引进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本地区发展。浙江嘉善、江苏江阴、广东高明等

县域孵化器从引进第一位博士创业，发展到几十位博士和数百家科技企业的集聚，有力

地支撑了区域科技创新创业。

2012 年，孵化器内新增在孵企业 15153 家，在孵企业总收入达 4,900 亿元，R&D 投

入 437 亿元，获得风险投资共 357 亿元。

4、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树立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孵化品牌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孵化器的数量、规模与孵化成效均已跃居世界前列。孵

化工作所倡导的创新创业文化，已体现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鼓励创业、宽容失

败、崇尚成功”的孵化器文化，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和创业氛

围。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孵化器扩大了国际联系，加强了同行间交流互动，建立了合作

关系。自 1996 年以来，科技部已经批准建立了北京、西安、上海、苏州、武汉、天

津、成都、重庆、广州等 9个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使之成为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国际

化的先行者。自 1998 年开始，我国先后以上海、广州、西安、北京、武汉的 IBI 为载

体，构筑了东、南、西、北、中 5个国际培训基地，作为开展孵化器国际化工作的突破

口。20 多年来，我国已培训了美国、法国、俄罗斯等 50 多个国家超过 1000 名孵化器

管理人员。通过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我国孵化器事业发展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可、推广

和传播，树立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品牌。

5、发展了政策体系、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了孵化器在全国的战略布局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科技创新创业和发展孵化器事业的政策措施，体现了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战略导向。科技部通过火炬计划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孵化工作，

涉及孵化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孵化能力建设及为创业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资金支

持。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孵化器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部分所得税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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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减免政策，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孵化器建设；许多地方还以立法或制定行政规定等

方式，确立了发展孵化器事业的战略目标。

科技部作为孵化器事业的主管部门，通过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制订相关管理办法，

承担了全国孵化器的组织、协调和推进工作，并在社会层面建立了全国高新区协会创业

中心专委会、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孵化联盟和留学人员创业园联盟以及全国 5大区域的孵

化器网络，形成了国家、地方与行业协会参与的组织体系。

6、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探索建立新型孵化服务体系

中国孵化器作为培育科技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从计划体制下的单一科技创业服务

中心，发展到多种投资主体参与的孵化组织，形式包括科技创业孵化器、国际企业孵化

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孵化器有限公司和以创业孵化为根本特征的大学科技园；从单纯

地孵化企业和企业家，提升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层次科技企业领军人才；从国家

高新区辐射到经济开发区、县市社区和行业领域，已经成为科技、经济、文化和社会保

障等部门共同推进的创新创业工作实体；从简单的物业管理、政策咨询等常规服务，发

展到创业导师、专业孵化、天使投资和持股孵化等创造新价值的服务。面向未来，中国

孵化器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不断探索建立新型孵化服务体系：

-- 在全国已初步形成了“创业导师+辅导员+联络员”的创业导师辅导机制，有效

提高创业成功率和企业成长性；

-- 大力发展专业孵化器，促进区域优势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孵化成

果与市场的直接对接，提高创业企业竞争力；

-- 积极探索形成孵化器与金融机构、孵化企业利益关联的持股孵化模式，努力破

解创业企业融资瓶颈；

-- 通过建立规模化生产厂房和产业化发展的加速机制，建设企业加速器，为毕业

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支撑条件。

今后一个时期，孵化工作将坚持服务于科技创新创业的正确方向，推进孵化服务工

作转型发展：从注重载体建设向注重主体培育转变；从注重企业集聚向注重产业集群转

变；从注重基础服务向注重增值服务转变；从注重孵化器自身建设向创新创业可持续发

展转变。以“营造环境、聚集资源、培育人才、助推创业”为方针，促进各类创新创业

要素在创业孵化载体实现聚集，拓宽孵化服务内容，强化投融资服务功能建设，不断完

善创业辅导机制和孵化培训体系，推进建设十个科技创新创业示范区和百家区域标杆科

技企业孵化器；努力培育千支高水平科技创业团队和万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成长性

科技企业，逐步建立起新型孵化服务示范体系，努力培育高水平创业团队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源头企业。

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国政府批准实施“火炬计

划”，促进高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商品化和国际化。1987 年 6 月，武汉创办了中国第一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创业者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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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始终专注于孵化科技型中小企

业，在孵化科技型企业和培育科技企业家、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同时，积累了从

事企业孵化工作的经验。目前，中心拥有孵化场地约 30 万平方米；建立和完善了投融

资服务、咨询服务、发展国际化交流以及公共关系等一系列功能；拥有一支教育水平

高、专业素养好、服务能力强的孵化服务管理团队。

20 多年来，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累计孵化科技企业 1,044 家，其中毕业企业

611 家。一些毕业企业已成为行业排头兵。例如“凯迪电力”，1993 年注册资金 10.3 万

元，目前已成为中国能源、环保行业的领先企业。“凡谷电子”，1989 年注册资金 3 万

元；目前是中国通信行业的明星上市企业。“三特索道”，1989 年注册资金 3 万元；今

天已成为索道建设行业的“中国第一”。“开目软件”，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自主版权 CAD

软件商。“楚天激光”，初期注册资金仅 10 万元；今天是中国最大的医疗和工业激光产

品的生产基地，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东湖创业中心创造的产权式孵化器的商业模式，通过“创业中心开发、投资人所

有、孵化企业使用、创业中心管理和提供服务”的运行方式，为社会资金提供了参与孵

化器投资、分享地区经济增长收益的机会，实现了一种组织和机制的创新。在政府的政

策支持和公共财政基本不投资的条件下，创业中心完成了创业街一、二期建设，孵化服

务面积由 2.5 万平方米扩大到近 30 万平方米，创业服务员工由原来 30 人增加到现在的

380 人；接收孵化企业从 60 家到现在的 433 家。过去全部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创业中心

人员与营运费用，实现了全由创业中心的营业收入来负担。据统计，2008 年创业街的

在孵企业纳税达 1.16 亿元，企业每平方米土地的年产出可提供 2,550 元的税收收入。

毕业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已超过 23 亿元。

在毕业企业里，已有凯迪电力、凯迪水务相继在中国主板和新加坡上市，还有“开

目 CAD”与“华工科技”捆绑上市。2007 年 7 月和 12 月三特索道、凡谷电子分别上

市，这两家企业均来自于东湖创业中心。与此同时，在孵及毕业企业中还有一批蓄势待

发的企业，有的已进入辅导期，有的已在三板排队，这些企业包括立得空间、三工激

光、日新科技、国测电力、新图兴科、绿康数码等。

在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发展的多个领域，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以锲而不舍

的精神，打上了先行者和开路者的深深烙印。其决策团队首创性地提出“孵化器产业

化”的理念，并以创业人社区建设为方向，通过吸纳民间资本与房地产结合，实现发展

模式的创新，形成了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独具特色的东湖模式。人们这样评价今天

的创业中心和它的团队：

他们不是政府，却为 6万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他们不是银行，却为企业融资、投资 5亿多元；

他们不是科研所，却投放市场 900 余项科技项目；

他们不是思想家，却改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取向，用“创业创富”来代替

“学而优则仕”，孵化时代梦想……

西安高新区创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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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科技政策，西安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成立了陕西省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西安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该中心主导的西安高新区创业园

已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平台，在吸引和集

聚科技人才和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 年以后，高新区孵化器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企业数量逐年攀升。

2005 年当年，高新区新增孵化器数量达到 55 家，使西安占全国孵化器总数的比例达到

44.8％。2005 年，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孵化资金总额为 3.71 亿元，在全国所有孵化器中

排名第 7；孵化场地面积 34.5 万平方米，在全国排名第 4；在孵企业达 500 家，在全国

排名第 5；当年新孵企业 100 家，在全国排名第 11；当年毕业企业 50 家，在全国排名

第 9；累计毕业企业 235 家，在全国排名第 9。在全国创业中心综合评价中，西安高新

区创业园位列前茅。

创业基地在聚合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服务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在 2002-2007 年

间，西安高新区创业园自有的创业基地从 3个变成了 10 个，面积从 10.2 万平方米增长

到 3 8．9 万平方米；通过增加投资，西安高新区创业中心从单一孵化器发展为由 7个

孵化器和 1 个“企业创新加速器”构成的孵化器集群；孵化器管理人员由 15 人发展到

了 45 人；孵化器自有资产由 2 亿元增长到了 6 亿元。企业实际使用面积约 10 万平方

米。入驻了 266 家初创型科技企业，其中 120 家企业为零收入企业。2007 年企业共实

现营业收入 4.3365 亿元，纳税 2358 万元。每千平米企业产出 433 万元，纳税 24 万

元。

自成立以来，创业中心已累计孵化毕业企业 265 家，其中，211 家健康发展，其余

停业或迁出。在孵企业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有 151 家，占总量的 71％。2007

年度，历年在创业基地毕业的企业总营业收入达到 26.13 亿元人民币，纳税 1.05 亿元

人民币，共创造 4870 个就业岗位；其中收入过亿元的企业有 6 家，过千万元的有 43

家，过 500 万元的有 67 家。

园区企业共获各类科技计划支持 105 项，其中国家级 31 项。12 家企业获科技部创

新基金初创期小企业创新项目立项。38 家留学人员企业享受“高新区留学人员创业扶

持资金”支持，9家企业获高新区创新型企业培育计划资助。

西安高新区创业园紧跟中国发展步伐，孵化规模不断扩大，服务功能持续改善，已

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和国际企业孵化器。由西安高新区

创业园和 6 个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的专业技术孵化器构成的“1+6”孵化器集群以及企业

加速器，共同构成了加速区域技术创业企业发展的载体。近两年创业园年均新招募培育

企业 l00 家，年均毕业企业 40 家，培育中的企业保持在约 500 家的规模。

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是全国毕业企业最多、企业孵化成功率最高、技术创新

能力最强的创业中心之一，连续多年在国内创业中心评比中名列前茅，并获得了亚洲孵

化器奖。

上海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1988 年，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的成立，成为上海市科技孵化器事业的起点。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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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负责全市孵化器的组织发展工作，对推进上海科技创新创业、培养科技创业人才，起

到了重要的起航和引领作用，为孵化器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 多年来，上海基本完成了对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区域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布点并形

成网络。目前全市已形成“一区六园”的格局，大多数区县都建有 1个以上孵化器。在

科技和教育资源密集的徐汇、杨浦、浦东新区等，孵化器分布集中、发展较快，有效地

促进了新兴企业的发展。

20 年来，上海孵化器在基础设施、功能开发、管理团队等方面已初具规模和实

力。至 2007 年底，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共 35 家，其中 15 家国家级创业中心。作为企

业发展基地，孵化器可提供孵化面积近 60 万平方米，投入资金总额 5.95 亿元，孵化专

项基金 1.57 亿元。孵化器总收入 2.37 亿元，上缴税金 3,825 万元；基地在孵企业

2,145 家，技工贸总收入 67.8 亿元，上缴税金 5.22 亿元；在孵企业从业人数 33,927

人；累计毕业企业 621 家。

20 年来，上海孵化器初步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和国际化运作格局。目前专业技术孵

化器已有 1 5 家，突出了以专业为特色的企业孵化工作，如黄浦区的集成电路设计、都

市工业设计；徐汇区的纳米技术、软件园；杨浦区的环保技术，浦东区的张江生物医

药、浦江镇的国家 863 软件、长宁的多媒体技术等。由市科技创业中心牵头，漕河泾、

张江、杨浦、慧谷、上大科技园等 6个具有国际企业孵化器条件的孵化基地组成的上海

国际企业孵化器（IBI），几年来先后多次举办国际研讨活动和培训班，与 20 多个国家

开展合作交流，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科技部共同认定的试点单位，是全国国际化水

平较高的孵化器。

20 年来，上海孵化器培育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预期好、发展较快的高

新技术企业，如新涛科技、复旦光华、微创医疗、同济同捷、新源变频等公司，其中分

众传媒公司于 2005 年 7 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目前，孵化器培育出来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已成为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群的生力军，成为科教兴市、建设创新型上海的活跃

力量。

上海市孵化器发展的历程可归纳为 4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国家科委和上海市科委的指导下，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在

漕河泾开发区建立孵化器，探索科技创业和科技成果商品化的新途径。那时主要以科技

园区创办的企业孵化器为主，包括张江、漕河泾、金桥、嘉定、中纺城、上海大学科技

园创办的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在这个阶段，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1997 年，市科委与杨浦区政府合作，在复旦大学边上建立杨浦创业中心。以杨浦

创业中心成立为标志，将科技企业孵化器由开发区引向大学周边。自此，上海科技企业

孵化器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1997～1999 年)，特点是为促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在大

学周边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创办主体为政府和大学。除了杨浦创业中心，还建立了慧

谷创业中心、同济大学科技园等。

2000 年春，科技部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孵化器大会，促进了孵化器概念的社会共

识。此后，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市中心各城

区科技创业中心发展比较快，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数量从 13 家增加到 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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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是 2003 年以后，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在上海集成电

路设计创业中心的影响下，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到 2007 年，

上海出现了纳米、多媒体、都市工业设计、现代农业、环保、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专

业孵化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学、社会参与者增加，呈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模

式多样化的局面。

上述过程可概括为 4个阶段，即：在开发区内建孵化器；在大学周边建立孵化器；

在区域经济圈内建立孵化器；建立上海未来新兴产业的专业化孵化器。4个阶段也是一

个从摸索启动到高速扩张，再到平稳发展的过程。

20 多年来，上海孵化器逐步发展为 4 个不同类型：第一种是政府主办的，经费和

人员来自政府；第二种是开发区总公司投资的从事技术创新服务的专业机构，这种孵化

器大多是企业化管理运作；第三种是多个股东共同出资建立的孵化器，一般是采用有限

公司的运作方式；第四种是公司企业自行建立的，这种孵化器提供收费服务，经营企业

追求投资回报。

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器近年来着重在“强化专业服务、拓展融资功能、提升创新能

力，打造孵化品牌”上下功夫，使上海整体孵化能力不断提高，在孵企业创新能力不断

加强，国际化拓展能力不断提升。

杨浦科技创业中心

杨浦高新技术创业中心的孵化基地是 1997 年由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代表政府投资

2,100 万元买下一家食品厂旧址，并投入 600 万元资金对老厂房进行改建而成的。初

期，基地占地约 7,300 平方米，孵化场地面积 6,000 平方米，能容纳 20 至 30 家在孵企

业。

2001 年，上海市相关机构以 4,500 万元资本金建立杨浦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依靠

市场化运作，发展基础设施，建起两幢共 63,000 平方米的孵化大楼，成为全市体量最

大的创业中心，总资产已超过 6亿元，实现了快速发展。此后，基于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和杨浦创业中心两个实体的职能，新建了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以便增强和完善

自我发展、孵化服务和为科技企业融资投资功能。

杨浦创业中心孵化基地的良好运作，带动了上海全市孵化器建设的迅速发展，各具

特色的孵化基地在上海知名大学附近和各开发区内相继建立。企业孵化工作也从一般地

提供场地和物业服务进入到为企业创新提供全过程、全方位服务的新阶段，并显现出网

络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态势。

杨浦科技创业中心率先成为上海孵化规模最大的孵化基地，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

领作用。2005 年杨浦科技创业中心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园，入孵大学生创业企业 71 家，

带动就业岗位 440 个，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及创业技能，

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营造社会创新创业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4 年中，共 25 家

企业分别从科技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获得资助 340 万元和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基金获得资助 293 万元；5家企业分别获国家科技部和商务部专项基金资助共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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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18 家企业分别从上海市和杨浦区的专项基金共获得资助 284 万元；14 家企业累

计获创业投资、风险投资 2038 万元。

2008 年，杨浦科技创业中心全年累计引进企业 203 家，注册资金 8.5 亿元，同比

增加 63％；新认定孵化企业 55 家，新毕业企业 12 家；孵化企业新申报专利及著作权

208 项，知识产权申报量同比增长 26.8％。创业中心帮助 78 家企业申报项目 136 项，

批准立项 94 项，立项金额 2094 万元。仅 2008 年一年，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本

部实现利润 1100 万元，入驻企业上缴地方税收近 3000 万元，同比增长 55％，对区域

发展的贡献显著。

杨浦创业中心是上海国际企业孵化器的 6个基地之一，上海市创业中心管理团队也

在关注进一步开展系列国际化活动，提升杨浦在全国、亚洲、国际上的影响力，争取有

一部分企业进入到杨浦的创新创业基地来孵化，也争取推荐几家杨浦孵化基地的企业到

海外发展，走国际化道路。

杨浦科技创业中心通过十余年的努力，对内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机制改革，

对外为社会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新兴企业；同时形成了一支胜任合格的孵化器管理服务团

队。目前仍有几百家优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汇聚在杨浦孵化基地，追求创业成功。杨浦

科技创业中心的十余年，成功探索并实践了孵化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为孵化器的建设

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清华创业园

1999 年 8 月，清华创业园依托清华科技园建立，为新兴企业发现机遇和走向成功

提供服务，逐步发展成专业人才创新与创业的重要平台。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清华创业园一方面积极摸索和积累为企业服务的经验，另一

方面制定了辐射发展战略，即与地方有关机构合作建立创业园分园并形成网络。此后，

清华创业园联合清华科技园在江西、陕西、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广东、江苏、浙

江以及北京的两个区先后建立了 13 个分园，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创新网络。

依托清华科技园，创新园为企业孵化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清华科技园大约

有 400 多家优秀国际企业和机构，除了 Google、sun 这样的全球 500 强企业，还有 20

多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另外 200 多家企业具有发展为全球 500 强的潜质。

清华创业园借着良好的周边环境以及相对密集的人才和科技资源，很快聚集了一批

在软件和集成电路（IC）领域的领先企业。到 2008 年，清华创业园在软件产业领域中

聚集了 179 家企业，其中软件产品开发企业达到了 36 家，处在 IC 产业上游的设计类企

业约有 20 家。从专业技术方面看，这些企业涉及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软件技术服务

和 IC 设计等。从产品和服务方面看，既有操作系统、信息安全、办公套件等软件产

品，也有基于行业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

从事企业孵化工作的管理者们相信，清华创业园 10 年培育出的一批新兴企业，包

括芯技佳易、浦华控股、数码视讯、展迅通信、海兰信、中文在线、慧点科技、天瑞科

技、中国万网和中交星网等，是中国未来产业创新取得新突破的希望。基于为 200 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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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创业企业提供服务的经验创业园的管理层认为，在国内现有条件下，科技企业孵化

器需要借助大学科技园区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整合来自政府、产业、大学、研究机构、

金融和技术中介等各方面的支持要素，通过专业化的服务，帮助企业克服发展束缚，促

进其快速成长，从而实现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清华创业园以新的发展理念，努力构建起孵化创业企业、培育创新人才和转化科技

成果的综合基地，为新兴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综合服务，包括商务物业服务、人力资源

服务、投融资服务、企业支持服务、信息交流服务等，同时协助企业与政府、大学、社

会等建立多渠道的联系，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园区文化和推进创新创业的园区环

境，形成了企业孵化器集群(综合孵化器、专业孵化器、国际孵化器和留学生创业园)、

技术研发机构集群、中介服务和配套服务机构集群；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技术、人才等

创新要素在园区高度聚集和新兴企业群的快速发展。

（来源：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2013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