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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淑华

近期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创业

孵化行业产生了差异化反响。

一方面，一批符合《管理办法》要

求的创业孵化机构表示积极支

持；另一方面，一些众创空间、孵

化器甚至少数标杆孵化器坦言，

其现有条件尚未达到标准级和

卓越级孵化器准入要求，这预示

着在落实新规过程中，一部分创

业孵化机构在迎接提质增效机

遇的同时，需应对转型升级的挑

战。

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河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协会

秘书长李靖表示，从宏观层面

看，《管理办法》有助于推动我国

孵化器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转向

质量提升，从基础服务供给向创

新生态构建转变。

李靖表示，“对孵化器而言，

一方面，标准级孵化器的认定条

件对孵化水平、服务能力、团队

建设、企业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明确要求，督促我们不断提

升运营水平和服务能力，为在孵

企业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服

务。另一方面，卓越级孵化器的

设立，为行业树立了更高标杆，

激励有条件的孵化器向更高水

平迈进。”

“《管理办法》的实施，会有

一些孵化器不能适应，但也会诞

生一批新型孵化器。”上海社会

科学院创新创业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上海交策源科技企业孵化

器董事长李湛表示，“今后，孵化

器要着重集聚科技资源，培育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企

业，同时按照当前新的科技发展

趋势和潮流，需大力培育‘人工

智能+’型科技创业企业。”

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双提升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孵化分

会秘书长王晓利表示，《管理办

法》强调孵化器专业化发展方

向，由此传统综合孵化器可加强

与龙头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

发机构、投资机构的合作，找准

专业领域和产业方向，集聚整合

产业资源，强化创新资源配置，

提高市场化运营能力和产业服

务能力，在培育服务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的同时服务传统产业

的优化升级。

王晓利表示，“这就要求孵

化器有一支高水平专业化孵化

服务队伍。《管理办法》首提孵化

器设立技术经理人岗位，标准级孵

化器团队负责人需要具有相关产

业背景、创业投资、技术洞察、企业

管理等方面丰富经验，卓越级孵化

器管理团队需要懂技术、懂创业、

懂投资、懂产业。这为孵化器行业

从业人员提出更高要求和培养发

展方向。”

南通大学副教授沈风雷表

示，《管理办法》对孵化器行业从

业人员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从业

人员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双提

升：从业人员需从空间管理者转

型为生态构建者，既要懂产业规

律，又要具备技术转移、企业培

育、投资融资等专业能力；需树

立大局观，站在国家战略与经济

发展的高度理解孵化器的使命；

要主动提升业务能力，通过参与

政府交流、行业培训等活动，持

续更新知识结构。他建议行业

协会与人社部门沟通，推动设立

“孵化器专业从业人员”新工种，

从职业认证层面规范人才培养，为

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如何提升新规落实效能

接下来，创业孵化协会和机

构将如何落实新规？

李靖表示，河北省科技企业

孵化协会作为河北省孵化器行

业协会组织，首先，将组织会员

单位积极深入学习《管理办法》，

特别是标准级孵化器的认定条

件，帮助大家准确把握政策要

求，弥补自身不足，确定提升方

向。

“其次，针对《管理办法》中

标准级孵化器的认定条件，我们

将 协 助 会 员 单 位 加 强 自 身 建

设。比如，在团队建设上，鼓励

引进具有相关产业背景、创业投

资经验等专业人才，提高专职孵

化服务人员比例，提升团队整体

素质。在企业培育方面，引导会

员单位挖掘和培育更多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优

化在孵企业结构。同时，帮助会

员单位对接高校院所、金融机

构、服务机构，推动会

员 单 位 在 投 融 资 服

务、孵化服务收入多

元化等方面进行积极

探索，提升服务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李靖说。此外，该协

会也将加强与政府主

管部门的沟通协作，

及时反馈行业在落实

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和建议，共同推动

《管理办法》在河北省

有效实施。

北京普天德胜科

技 孵 化 器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普天德

胜”）总经理邓昊表

示，新版《管理办法》

出台后，普天德胜将充分发挥央

企孵化器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密切与中国电科成员单位的

联系，挖掘成员单位的市场合作

需求，逐步开放应用场景，链接

服务在孵企业，持续强化产业孵

化与产业服务，高质量建设科技

企业孵化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融合。

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

主任龚伟表示，站在中国孵化器

事业新阶段的起点，该中心将

以《管理办法》为指引，与全国

孵化同行一起，在传承中国孵

化光荣历史的基础上，以产业

孵化为己任，提升科技服务水

平，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贡献孵化人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李争粉）6月26
日，以“皖聚新能 智创未来”为主

题的 2025未来产业系列对接活

动（安徽行）在合肥市举行。会

上，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

并上线未来产业产业链培育服

务平台。

据介绍，该平台以高质量数

据集为底座，重点解决先进技术

有没有、龙头企业在哪里、未来

产业全不全等难题。目前平台

汇聚了全国 6000多万家企业数

据，涵盖了 100多条产业链数据

以及 20 多万家创新机构和 200
多个融资项目数据，形成了对

企业、行业、区域的多维度精准

画像。

“平台聚焦未来产业培育

服务，目前主要面向 3 类用户，

分别是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

府和企业。”中国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副院长问斌在会上表示。

面向行业主管部门，平台已

构建了40余条未来产业产业链，从技

术创新、企业培育等方面支撑未来产

业创新发展行动，支撑产业链补短板、

锻长板、稳增长。

面向地方政府，平台提供产

业链全景图谱以及摸底诊断、产

业迁移监测等服务，可支撑未来

重点产业链攻关、未来产业培育

工作。

面向企业，平台提供了科创

培育、体检对标、资源对接等服

务 ，解 决 企 业 发 展 定 位 不 明

确、技术成果孵化难、融资和

市场资源获取难等问题。

“基于平台数据和人工智能

算法模型，我们还可以在一分钟

内自动生成分析报告，用于支撑

和分析区域和企业所关心的未

来产业发展研究工作。”问斌表

示，“同时平台可助力区域摸清

未来产业产业链发展现状、迁移

动向，赋能各地产业‘大脑’的应

用。”

此次活动由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安徽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集聚了全

国80余家未来产业领域企业，来自合

肥高新区以及各地6个重大项目进行

了现场签约。

落实孵化器新规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落实孵化器新规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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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晓燕）6 月 27日，2025
（第11届）中国海归创业大赛在江苏省苏州市

落下帷幕。100余支海归创业团队汇聚苏州

高新区，经过复赛和决赛激烈角逐，广州麓鹏

制药团队的“一类新药洛布替尼的临床开发和

商业化”项目最终荣膺本届大赛冠军。

本届大赛聚焦“人才+科创+产业+金融”，

组建专项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给予参赛项目优

先投资支持；举办“海创中国”英才行、产业融

通对接会等专场活动；通过“海创中国”导师行

活动和常态化机制，为参赛项目提供创业辅导和

“陪伴”式服务。对于未在国内注册企业的参赛项

目，大赛单独设立“雏鹰组”和相应赛制奖项，为

其提供定制化辅导、政策匹配及落地支持。

本届大赛继续采用线下直通选拔与线上

报名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征集遴选优质参赛项

目。参赛项目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与大健康、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等硬科技创业领域。7位资深投资

人在决赛中对晋级项目进行最后评定。最终，

“一类新药洛布替尼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项

目获得一等奖，“可控量产超微型半导体气体

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等3个项目获得二

等奖，6个项目获得三等奖，另有 10个项目获

得优胜奖。此外，“新港联研——高通量光电

半导体封装解决方案”项目获得“雏鹰组”一等

奖，5个项目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

多次担任大赛决赛评委的北京梅花天使

成长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梅花创投）合伙

人谈文舒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大赛组织形

式好，参赛项目质量特别高。相比往年，今年

的项目更多偏向于产业，实用性更强，不但继

续突出了科技含量高的特点，而且让很多商业

表现好的项目成长起来。“往年不少参赛项目

是生物医药领域，今年其他领域的项目也有很

多，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此外，大赛颁奖仪式现场还作了中国海归

创业大赛 10周年总结，并发布中国海归创业

大赛10周年TOP100优秀企业榜单。

本届大赛由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留学人员

创业园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南京

大学、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苏州高

新区管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自2015年首次

举办以来，中国海归创业大赛 10届赛事共吸

引 5096个海归项目团队参赛，超 85%的团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25中国海归创业大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