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0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中国创

业孵化发展报告（2020）》指出：在新时代背景下，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各类创新孵化载体

作为“双创”发展战略的有力抓手，承担了更多的

历史责任，对于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本文以《报告》为依据，对照湖南省的火炬统

计数据，对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总体情况、绩效情

况和运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大力实施“扩容

提质增效”行动、促进湖南省创业孵化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湖南创业孵化发展基本情况

2019 年，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湖南省科技厅及相关部门有力领导下，湖南省持

续不断地推进创业孵化高质量发展，孵化体系持

续完善，孵化绩效得到提升，在推动湖南全省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促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湖南省科技厅《关于公布湖南省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大学科技园2019年度绩效评

价结果的通知》来看，与上年相比，湖南省创业孵

化机构稳步发展，优秀（A）和良好（B）两大类占比

均有所提高。

从《报告》来看，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体现出

“数稳质升”的特点。

一是创业孵化机构成为湖南省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设施”。截至

2019年年底，湖南省拥有创业孵化机构275家，较

上年增加5.0%。其中，孵化器89家，较上年增加4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4 家；众创空间 186
家，较上年增加9家，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45家。

创业孵化机构总面积391万平方米。其中，孵化器

面积 308.8 万平方米；众创空间面积 88.2 万平方

米，较上年增加33.6%。

二是创业孵化机构在孵企业科技含量持续提

升，为推动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2019 年，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在孵企业 15771
家。其中孵化器在孵企业5672家，众创空间在孵

企业 10099家；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24860件、较上

年增加 30.0%，其中众创空间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7608 件、较上年增长 13.8%，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5878件、较上年增长16.3%；创业孵化机构内上市

（挂牌）企业10家，其中孵化器内当年上市（挂牌）

企业9家。

三是创业孵化机构成为招商引资和稳就业保

就业的“吸纳器”。2019年，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

内获得投融资企业达 1030 家；当年获得投资额

24.9亿元。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在孵企业共吸纳

就业161163人，在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中应届毕业

大学生创业就业18942人。

四是创业孵化机构运营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2019 年，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有管理服务人员

3799人；创业导师6284人，较上年增长15.2%。开

展创新创业活动6281场，较上年增加3.2%。湖南

省创业孵化机构总收入 11.6 亿元，较上年增长

1.8%。创业孵化机构总成本11.3亿元。创业孵化

机构纳税6000万元，其中，孵化器纳税5000万元，

众创空间纳税1000万元。

二、湖南创业孵化与全国创业孵
化对比分析

（一）孵化器对比分析

虽然湖南省孵化器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也存

在一些短板。

总体情况方面，孵化器虽有增加，但是数量仍

然偏少。

2019年，全国共有孵化器 5206家，其中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177家。而湖南省拥有孵化器

89家，全国排第17位，比全国平均值（162家）少73

家；中部六省排名第4位，比中部地区平均值（127
家）少 38 家。湖南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4
家，新增5家，比全国平均值（36家）少12家。

在孵企业数量偏少，差距不断拉大。2019年，

全国孵化器在孵企业 216828 家，较上年增长

5.3%。湖南孵化器在孵企业5672家，较上年减少

9.5%，全国排名第 13位，比全国平均值（6776家）

少1104家，中部六省排第4位，低于中部六省平均

值（5945家）。

孵化器面积偏小，全国排名有所退位。2019
年，全国孵化器面积12928万平方米。湖南孵化器

面积308.8万平方米，低于全国平均值（404万平方

米），全国排名第14位，较上年落后2位，中部六省

排第4位，低于中部六省平均值（315万平方米）。

孵化器毕业企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19
年，全国孵化器累计毕业企业160850家，较上年增

长15.4%；湖南孵化器累计毕业企业4189家，较上年

增长 18.26%，全国排名第 11 位，中部六省排第 3
位。全国孵化器当年毕业企业26152家，较上年增

长11.49%；湖南孵化器当年毕业企业 690家，较上

年增长11.1%，与全国平均值持平。全国孵化器当

年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企业3729家，较上年增

长 13.9%；湖南孵化器当年营业收入超过 5000万

元企业 189家，较上年增长 23.5%，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孵化绩效方面，在孵企业收入提高，全国排名

升幅较大。2019年，全国在孵企业总收入8218.9
亿元，较上年下降1.5%。湖南在孵企业总收入全国

排名第9位，比上年提升4位，在中部六省排第2位。

有效知识产权较多，保持全国先进水平。

2019 年，全国在孵企业科技研发（R&D）总支出

705 亿元；在孵企业知识产权申请数 270390 件。

其中，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数563016件，较上年增

长27.7%。湖南在孵企业R&D总支出全国排名第

12位，在中部六省排第3位；在孵企业拥有有效知

识产权数 17352件，较上年增长 38.6%，高于全国

平均值，全国排名第12位，在中部六省排第4位。

创造就业机会较多，但是人员素质偏低。

2019 年，全国孵化器在孵企业从业人员 295 万

人。湖南孵化器在孵企业从业人员11.2万人，全

国排名第8位，中部六省排第3位。全国在孵企业

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 231.4 万人，平均占比

76.3%，湖南在孵企业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人

员占比在全国排名 29位，比上年下降 2位，排在

中部六省最后一位。

获得投融资数量高于全国水平。2019年，全

国获得投融资企业数 10117 家，较上年下降

11.6%，获得投融资额 545.5 亿元，较上年下降

13.38%。湖南获得投融资的企业 295家，较上年

下降 7.8%，获得投融资额 8.7 亿元，较上年增长

2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自身运营方面，获得投资较多，全国排名

有所提升。2019年，全国孵化器获得投资总额为

2473.1亿元。湖南孵化器获得投资总额在全国排

名第8位，比上年提高一位，在中部六省排第2位。

基金总额保持稳定，财政支持力度有所降

低。2019年，全国孵化器孵化基金总额1264.3亿

元。湖南孵化器孵化基金总额在全国排名保持

第12位，中部六省排第3位。全国孵化器获得各

级财政资助额 72.1亿元。湖南孵化器获得财政

资助额度在全国排第 13位，较上年下降 3位，在

中部六省排第4位。

总收入有所增加，运营成本仍然偏高。2019
年，全国孵化器总收入 449.9亿元。湖南孵化器

总收入7.9亿元，全国排名第14位，中部六省排第

3位。全国孵化器运营总成本为 370.8亿元。湖

南孵化器运营成本为 6.9亿元，全国排名保持第

12位，在中部六省排第2位。

管理机构从业人员队伍素质有较大幅度提

高。2019 年，全国孵化器管理机构有从业人员

73432人。湖南孵化器管理机构从业人员全国排

名第 16位，比上年提高1位，中部六省排第3位；大

专以上人员占比排名第10位，比上年提高6位，中部

六省排第3位；受过专业培训人员占比在全国排名

第12位，比上年提高5位，在中部六省排第5位。

（二）众创空间对比分析

众创空间方面，湖南省众创空间数量仍然偏少。

2019年，全国共有 8000家众创空间，较上年

增长15%，其中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1888家。湖

南有众创空间186家，较上年增长5.0%，其中科技

部备案众创空间 46家。湖南众创空间数量低于

全国平均值（250家），全国排名第16位，在中部六

省排名第5位。

服务团队数量有所下降。2019年，全国众创

空间有服务团队 23.4万个。湖南众创空间服务

团队数量全国排名第 18位，比上年下降 3位，在

中部六省排第5位。

服务初创企业数量大幅下降。2019年，全国

众创空间服务初创企业 20.7 万家，较上年增长

21.8%。湖南众创空间服务初创企业数量全国排名

第18位，比上年下降6位，在中部六省排第5位。

孵化绩效方面，新注册企业较多，全国排名

有所提升。2019 年，全国众创空间新注册企业

9.1万家。湖南众创空间新注册企业数量高于全

国平均值（2828家），全国排名第 11位，比上年提

升3位，在中部六省排第3位。

获得投融资多，全国排名略有下降。2019
年，全国众创空间帮助 9360个创业团队/企业获

得投融资，共获得投资 209.7亿元。湖南众创空

间帮助735个创业团队/企业获得投融资，共获得

投资 24.9 亿元，全国排名分别为第 11 位和第 7
位，比上年均下降1位，在中部六省分别排第4位

和第2位。

获得财政支持多，全国排名有所提高。2019
年，全国众创空间帮助服务对象享受财政资金支

持金额 35.3亿元。湖南众创空间帮助服务对象

享受财政资金支持额度全国排名第 9位，比上年

提高1位，在中部六省排第2位。

技术创新成果多，全国排名基本保持上年水

平。2019年，全国众创空间常驻企业/团队拥有

有效知识产权为34.3万件；全国发明专利平均占

比为 19.6%。湖南众创空间常驻企业/团队拥有

有效知识产权为7608件，全国排名第13位，比上

年下降1位，在中部六省排第4位；发明专利占比

为77.26%，全国排名第1位。

提供就业机会多，全国排名略有下降。2019
年，全国众创空间服务的创业团队/企业共吸纳

就业人员 155 万人，其中应届大学生占总数的

12.8%。湖南众创空间服务的创业团队/企业应

届大学生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在全国排名第 4
位，比上年下降1位，在中部六省排第2位。

在自身运营方面，服务人员数量较多，全国

排名保持上年水平。2019年，全国众创空间有服

务人员9.5万人，全国平均2969人，平均每家众创

空间拥有12.2名服务人员。湖南众创空间服务人

员数、平均服务人员数在全国分别排名第10位（较

上年下降1位）和第5位，在中部六省均排第3位。

专业导师数有所增加。2019年，全国众创空

间创业导师有 16万人，较上年增长 13.7%。湖南

省众创空间创业导师有 6284 人，较上年增长

15.2%，高于全国增长水平。

营业收入仍然偏低，保持全国平均水平。

2019年，全国众创空间运营收入203.7亿元，全国

平均收入为6.4亿元；运营成本为215.3亿元，全国

平均成本6.7亿元。湖南众创空间运营收入为3.7
亿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排名第16位；运营

成本4.4亿元，低于全国水平，全国排名第15位，上

述两个指标在中部六省均排最后一位。

（三）专业孵化器对比分析

在专业孵化器方面，总体而言，湖南省数量仍

然太少，在全国排名靠后。

2019年，全国有专业孵化器1479家。湖南有

专业孵化器11家，仅为全国平均值（46家）的1/4，
在全国排名第25位，比上年下降4位，在中部六省

排最后一位。

面积减少，全国排名下降。2019年，全国专业

孵化器总面积为3435.2万平方米。湖南专业孵化

器面积仅为 31.7 万平方米，远小于全国平均值

（107.3万平方米），全国排名第21位，较上年下降1
位，在中部六省排第5位。

在孵企业大幅减少。2019年，全国专业孵化

器在孵企业 56156家，较上年增长 3.1%；其中，当

年新增在孵企业14496家。湖南专业孵化器在孵

企业621家，比上年减少23.4%，全国排名第20位，

比上年下降2位，在中部六省排第4位；当年新增

在孵企业114家，比上年减少50.2%。

孵化绩效方面，在孵企业R&D支出减少，全

国排名下降。2019年，全国专业孵化器在孵企业

的R&D总支出为242.2亿元。湖南专业孵化器在

孵企业的R&D总支出在全国排名第15位，比上年

下降5位，在中部六省排第4位；在孵企业研发投入

强度全国排名第11位，在中部六省排第2位。

在孵企业收入偏低，全国排名略有上升。

2019年，全国专业孵化器在孵企业总收入 2268.5
亿元。湖南专业孵化器在孵企业收入全国排名

第18位，比上年提高2位，在中部六省排第4位。

在孵企业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偏低。2019年，

湖南专业孵化器在孵企业从业人数在全国排名15
位，比上年下降1位，在中部六省排第5位；从业人

员中大专以上人员占比在全国仅排名第21位，比

上年下降2位，在中部六省排第4位。

自身运营方面，基金总额略有下降，财政资助

稳定增长。2019年，全国专业孵化器孵化基金总

额380.2亿元，较上年增长40.1%；获得各级财政资

助总额20.2亿元，较上年下降12.9%。湖南专业孵

化器孵化基金在全国排名第 14位，比上年下降 2
位，在中部六省排第3位；获得财政资助额在全国

排名第14位，在中部六省排第4位。

营业收入居中，运营成本较高。2019年，全国

专业孵化器总收入147.8亿元。湖南专业孵化器

收入全国排名第14位，比上年提高1位；运营成本

全国排名第12位，保持上年水平，上述两个指标在

中部六省均排第2位。

管理人员依然偏少，专业素质总体偏低。

2019 年，全国专业孵化器管理机构从业人员有

20683人。湖南省专业孵化器管理机构从业人员

数量在全国排名第20位，比上年下降2位，在中部

六省排第5位；大专以上人员占比排名第3位，比

上年提高4位，在中部六省排第1位；受过专业培

训的人员占比在全国排名第 23位，比上年下降 5
位，在中部六省排第5位。

综上所述，湖南省创业孵化工作与上年相比，

在孵化绩效、自身运营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但

是，与全国和中部六省平均水平相比，尤其是与先

进省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数量偏

少。湖南省有孵化器89家，低于全国平均值（162
家）一半，比中部六省平均值（127家）少38家。湖

南省有众创空间 186 家，低于全国平均值（250
家），在中部六省排名第5位。由于受总体数量和

申报指标比例要求影响，湖南省国家级创业孵化

机构每年新增数量偏少。二是质量欠优。从《报

告》公布的全国 30多个省份相关排名来看，在孵

化器类19个全国排名指标中，湖南省孵化器排名

前 10位的有 4个，排名在 11-15位的有 11个，排

名在 12-32 位的有 3 个。在众创空间类 17 个全

国排名指标中，湖南省众创空间排名前10位的有

7个，排名在 11-15位的有 5个，排名在 16-32位

的有5个。在中部六省的排名情况也差不多。总

体来讲，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总体质量在全国和

中部六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三是发展不平

衡。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

区。其中，长沙有孵化器 31家，占湖南省总数的

39.2%；众创空间有81家，占湖南省总数的44.0%。

三、促进湖南创业孵化高质量发
展的对策建议

针对湖南省创业孵化工作存在数量偏少、质

量偏低、绩效偏弱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应按照

“站位高、质量高、标准高”的总体要求，大力实施

“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实现湖

南省创业孵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

第一，从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加强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的高起点谋划创业孵化扩容行动。要认

真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

展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站在新时代发展的高起

点，牢牢把握创业孵化工作的本质和要求，明确创

业孵化工作发展方向。要围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瞄准“四个制高点”，落实“七

大计划”，着力把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作作为构

建区域创新体系、创新平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

人才支撑体系的重要内容。要统筹规划部署，科

学合理布局，强化政策支撑，组织聚集资源，打造

优秀团队，提升服务能力，提高孵化质量，将创业

孵化机构建设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源、

创业源、创税源。要加强全省孵化体系建设，高起

点谋划创业孵化扩容行动。研究制定促进创业孵

化机构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编制创业孵化“十四

五”发展规划，明确创业孵化工作发展战略方向、

定位和目标，制定《湖南省孵化器、众创空间三年

行动方案》。力争“十四五”期末，全省孵化器总数

达到 280家以上。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0家以上；众创空间总数达到380家以上，其中科

技部备案众创空间100家以上；大学科技园10家

以上，其中国家级5家，实现湖南省创业孵化机构

数量和孵化服务质量双提升，迈入全国第一梯队

行列目标。

第二，从实施“四大培育”工程、增强孵化器综

合能力的高质量要求开展创业孵化提质行动。实

施孵化器众创空间培育工程。省市地方政府制定

促进孵化器建设、提高孵化服务水平等鼓励措施，

优化孵化器建设的软硬件条件和提升各项经济技

术指标体系要求。所有新建孵化器和孵化器品牌

升级均由各级科技部门或行业协会负责培育。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编制鼓励扶持孵化器建设和发

展的各项激励政策，激发更多的社会机构创建孵

化器众创空间。培育一批基础设施完备、综合服

务规范、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孵化器。实施创业孵

化服务团队培育工程。孵化服务团队不仅仅是招

商团队、项目申报团队、物业管理团队，必须对孵

化服务团队全面开展专业化培育。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工程。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招收入孵企业

时，应该充分评判项目的创新性，在服务企业技术

研发、技术改进、技术升级等方面下功夫。要有意

识指导企业管理规范，培育更多的小微型高新技

术企业。实施知识产权培育工程。孵化器应该建

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体系。注重鼓励发明创

造，保护知识产权，形成一批战略性高价值专利组

合。要增强创新型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在孵企业

与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创业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成

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第三，从功能专业化、服务职业化、运营市场

化的高标准指导创业孵化增效行动。建立湖南省

创业孵化服务集团。组建多方参与、国有民营混

合所有制模式的湖南省创业孵化服务集团，整合

资源，为全省科技企业孵化机构提供服务。建立

技术专家创业导师服务团队。充分发挥政府公信

力，动员和吸引一批技术专家和创业导师加入孵

化服务团队，解决在孵企业“找不到、请不起”专家

的问题。探索专家导师可持续服务企业的利益共

享机制而非简单的收费方式。建立面向全行业的

孵化天使基金。按照孵化器管理办法要求，孵化

器必须设立自有的或与专业机构共同设立孵化种

子资金，可以探索适当降低单个孵化载体需要配

备的种子资金额度，再由政府配套投入一部分，然

后集中起来交专业机构集中管理使用的模式。探

索投资保险机制，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建立面向

全行业的资源对接平台。孵化器服务能力体现在

资源运用能力。要建立一个面向全行业共享的资

源聚集应用平台，提高服务孵化工作效率。推动

孵化器朝着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以产业园

区为依托，以某一产业为核心创建产业孵化器。

围绕产业特征打造专业孵化器。以龙头企业创

办特色孵化器。以服务龙头企业发展为目

标，为龙头企业提供产品配套的孵化器。围

绕产业链及配套生态链，打破孵化器空间局

限，探索虚拟孵化、异地孵化、离岸孵化模式。

（宋捷系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

会名誉会长，胡伟系湖南枫树创业孵化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

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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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捷 胡伟

2019 年，湖南省创业孵化工

作与上年相比，在孵化绩效、自身

运营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步。但

是，与全国和中部六省平均水平

相比，尤其是与先进省份相比，仍

然存在较大差距。针对这些问

题，本文认为，应按照“站位高、质

量高、标准高”的总体要求，大力

实施“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在新

发展阶段全面实现湖南省创业孵

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

实施实施““扩容提质增效扩容提质增效””行动行动 促进创业孵化高质量发展促进创业孵化高质量发展
——从《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20）》再看湖南创业孵化

衡阳高新区创新中心 位于株洲高新区的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