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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冲刺‘双万’城市，关键要迈

过‘产、城、人’3道坎，大孵化器集群就

是重要支撑。”不久前，温州市委书记张

振丰在大孵化器集群建设工作推进会

上表示。

2022年，温州市启动实施大孵化器

集群战略，形成党委政府引导、龙头企

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创新主体协同

的大孵化格局。与此同时，大孵化器集

群“e站通”服务平台厚植创新创业坚实

底座，“民营企业主导+增值服务孵化”

“头部企业+大学（研究院）”等孵化模式

涌现。

温州市是我国推进大孵化器集群

建设的区域之一。多年来，从深圳市南

山区大孵化器科技创新战略到广州高

新区大孵化器集群发展战略、杭州高新

区（滨江）大孵化器战略……我国多地

持续推动大孵化器战略，推动大孵化器

集群建设与发展。

助力城市培育创业气质

1990 年深圳市南山区正式建区。

此后其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区

域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步入21世纪

后，深圳市南山区制约产业发展的各种

问题不断凸显，如产业结构单一、物理

空间不足、创业成本升高、新注册企业

数量增速放缓等。

2003年，深圳市南山区提出大孵化

器科技创新战略。2011年以来，深圳市

南山区先后制定大孵化器战略推进方

案和孵化器建设发展规划，提升孵化器

创业服务能力。

如今，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年底，深圳

市拥有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200多家，其

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7 家，共有

1087家企业入选深圳市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人才集聚、

城市能级提升，2022年4月，温州市印发

《温州市大孵化集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2年来，温州市新增孵

化空间近400万平方米，布局建设温州市

级以上孵化载体227个，累计引育创新型

项目5500多个、汇聚人才5万余人。

“目前，国内部分城市建设大孵化

器集群，这是值得赞许的，其价值在于

城市需要具备创业气质，一个完备的

创业孵化体系能让城市保持良好的

创业活跃度，培育弘扬创业文化；城

市特别是在产业转型升级上需要动

力，创业孵化可不断创造出新企业新产

业新模式。”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理事长、

韵网（全球智能孵化网络）创始人颜振

军表示。

多地形成孵化器集群

温州市和深圳市南山区只是国内

建设孵化器集群的“冰山一角”。当前，

国内多个区域、城市和高新区，早已形

成了孵化器集群。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北

京、上海、成渝、西安等城市，以及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张江高新

区、西安高新区、合肥高新区、天津高新

区均形成了孵化器集群。”国科火炬企

业孵化器研究中心主任杨晓非举例

说，截至 2023年年底，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210
家、上海张江高新区共有科技企业孵化

器 155家、广州高新区共有科技企业孵

化器 129家，它们均可称之为建立了孵

化器集群。

杨晓非认为，孵化器集群的产生分

为3种情况：一种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倡

导，“有意”而为。另一种是自下而上，

由市场引导，“无意”而为，比如中关

村。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相结合，“有意”+市场引导。这主要发

生在科教资源和创新资源好并且地方

政府引导的地方，比如广州高新区、杭

州高新区（滨江）。

“孵化器集群，可能会带来经济繁

荣和企业成长。但如果一个区域缺乏

良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环境，只是自上而

下，就很容易变成招商，而且无法完成

任务。如果区域引进的孵化器是以租

房为中心、以享受政府补贴为中心，失

去了孵化项目和企业耐心，将不利于企

业成长。”杨晓非表示。

在颜振军看来，优秀大孵化器集群

的表征，不是其“大”（即有多少家孵化

器、占据了多少孵化面积、拥有多少在

孵企业等），而是其“强”（即培育出多少

初创企业、投资了多少项目、在孵企业成

长率多高、孵化出多少新的细分产业、对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了多大贡献、是否促

进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等）。

回归本质提高孵化能力

当前，我国拥有工业大类 41个、工

业中类207个、工业小类666个，是全世

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

“未来各地应根据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提供差异化、专业化、垂直化服

务；需布局孵化细分赛道，避免无序竞

争，形成内卷；需形成孵化器集群内部

合作，实现大规模孵化。”杨晓非建议，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区域，可能需要

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这需要时间积

累和耐心培育，需要改善区域创新创业

环境。建设孵化集群的核心是，回归其

本质，提高孵化能力。”

颜振军则认为，建设孵化器集群，

需要注意的是：集群中的每一个孵化

器都应当是优秀的即有特色、有能力、

有绩效；集群是一个有机体系，孵化器

之间、孵化器与其他要素之间，有机链

接、互融互通，形成活跃生态；集群的目

标是着眼于城市发展大局，服务于城市

发展战略，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社会

等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战略目标。

本报讯 当下，我国正在上演一场

奔赴高质量发展高地、加快培育新质生

产力、积蓄未来发展新势能的“接力

赛”。齐齐哈尔高新区在这场“接力赛”

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打造全链条孵

化平台，让企业展翅飞翔。

今年 4 月举行的备受全球关注的

慕尼黑国际分析生化及实验室技术博

览会上，来自中国齐齐哈尔高新区的黑

龙江迈沃德工贸有限公司新品 Ma⁃
worde低氧工作站备受瞩目。

自 2017 年 5 月来到齐齐哈尔高新

智谷众创空间以来，迈沃德依靠自主创

新，在气体环境控制实验室设备这条赛

道上一马当先，成长为国内技术领先的

生产商，拥有发明专利 35个，实用新型

专利28项。

如今，迈沃德依托齐齐哈尔高新区

全链条孵化体系，年营业收入从百万元

增加到千万元，员工从 3 人发展到 30
人，产品由单一组装产品到自主研发全

链条生产。截至目前，该企业已为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等实验室提供服务，产

品远销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澳大

利亚等国家。该企业总经理王競说：

“我们一路的成长，离不开齐齐哈尔高

新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为筑好“凤巢”，完善孵化链条，助

力更多企业迎风展翅，齐齐哈尔高新区

率先栽好“梧桐树”，建设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的高端制造创新基地和4.6万

平方米的精密智能制造创新基地。搭

建好了项目载体，齐齐哈尔高新区还加

大支持企业创新力度，通过争取中央引

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

要想打开新天地，还需要提供科技

方面的强大支撑。齐齐哈尔高新区成

立东北精密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燕山

大学齐齐哈尔产业发展研究院、G7联盟

工作室等，与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齐齐哈尔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让科

技创新“朋友圈”不断扩大。

同时，齐齐哈尔高新区推进市域产

教联合体建设，将产业资源、人才资源、

教育资源、创新资源有效对接。重点

围 绕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发 展 ，2023 年 5
月，齐齐哈尔高新区牵头成立齐齐哈

尔高新区装备制造业产教联合体，成

员包括政府 8 个部门、本科高校 3 所、

中高职 18 所、科研机构 14 家、企业 88
家等，高效融通“教育链—人才链—产

业链—创新链”，实现对产业的赋能创

新与协同发展。

要想孵化得好，就要给企业提供资

金“活水”。齐齐哈尔高新区利用企业

“画像”、企业分级分类、企业专题库、高

成长企业识别等功能，启动梯度培育系

统工程。为推动科技、经济、金融有机

结合，齐齐哈尔高新区与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推出积分贷相关产品，为区域科技型企

业量身打造科技金融产品，2023年为园

区企业金融授信达4亿元。

齐齐哈尔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冯万里说，作为孵育高新技术产业和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齐齐哈尔

高新区将继续聚焦成果转化模式创新、

深耕产业生态创新、践行服务方式与载

体创新，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探索与实践。 王静阳

▶ 本报记者 邓淑华

齐齐哈尔高新区“筑巢”培育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 （记者 王丹萍） 4月17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组

织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国家数据局等九部门发布《加快

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

方案（2024-2026 年）》，支持区域建设

数字人才孵化器、产业园、人力资源服

务园。

《行动方案》明确，用 3 年左右时

间，扎实开展数字人才育、引、留、用等

专项行动，提升数字人才自主创新能

力，激发数字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增加

数字人才有效供给，形成数字人才集

聚效应，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壮大、素质

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高水平数

字人才队伍。

《行动方案》提出，开展数字人才

创新创业行动。支持建设一批数字经

济创业载体、创业学院，深度融合创

新、产业、资金、人才等资源链条，加大

数字人才创业培训力度，促进数字人

才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智能制造、

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创业。

加快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专业性国

家级人才市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

澳大湾区等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数字人才孵化器、产业园、人力资源服

务园，培育发展一批数字化人力资源

服务企业。

在政策保障方面，《行动方案》提

出，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培

养复合型数字人才；支持各地根据行

业发展需要增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

大数据、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等数字

领域职称专业；完善数字科技成果转

化、增加数字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

分配政策。

本报讯（记者 邓淑华） 近日，武

汉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园区行”之

岱家山科创城专场活动在江岸区举

办。活动现场，武汉市首个由园区设

立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武汉江

岸岱家山科创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服务中心揭牌，《武汉江岸岱家山科创

城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年”

行动方案》发布。

据悉，该中心设置了数字化转型

服务部，配备了服务专员，将通过“科

创导师+企业联络员+数字化转型服务

专员组合联动”服务模式，助力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在助力中小企业“上

云用数赋智”方面，该中心将发挥平台

资源优势，满足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

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业务系统云

化需求。该中心还将建立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库，组织专家开

展“把脉诊断”服务。

为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不想

转、不敢转、不会转”问题，岱家山科创

城发布了《行动方案》。该方案制定了

9条服务举措：积极推广《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指南》《中小企业数字化水

平评测指标》；强化中小企业管理者

的数字化培训；宣传数字化转型的

典型案例；助力企业实现“上云用数

赋智”；依据行业需求对接数字化转

型服务商；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把脉诊断；组织中小企业进行

数字化水平线上测评；主动衔接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

举办“岱家山科创城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交流会”等。

会上，武汉岱家山科创城还与数

字化转型服务商及金融机构签约，助

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武汉市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揭牌
助力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

九部门支持建设数字人才孵化器

近日，深圳市海归协会举办名企行第19期走访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暨

海归科技领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创新融合交流会，促进海归科技人才与企

业间的深度交流，并为 AIGC 技术在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与应用提供多元化视

角。图为深圳市海归协会携海协战略合作校友会、深圳市海归协会创业俱乐部一

行参观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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