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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级孵化器引卓越级孵化器引领产业孵化奔领产业孵化奔““五强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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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正式实施

后，我国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行

业，正加快从科技企业孵化到产

业生态构建的全面升级。

“《管理办法》首次提出‘卓

越级孵化器’概念，并 20多次提

及‘产业’。”武汉东湖新技术创

业中心主任龚伟表示，“这份行

业期盼已久的新规，以清晰的蓝

图指明了新时期孵化器的发展

方向，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孵化器

产业孵化属性。”

强化产业属性

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孵化

分会秘书长王晓利看来，《管理

办法》特别强调孵化器对产业发

展的服务支撑作用，强调卓越级

孵化器的“强产业属性”。这既

是对孵化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也是孵化器行业新发展阶

段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管理办法》最鲜明的特征

在于‘强产业属性’。”龚伟表示，

新规旗帜鲜明地要求孵化器“助

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

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孵化器

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的机构，其核心功能最终落

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这精准回应了国家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需求。

按照新规，新设立的卓越级

孵化器需要“五强”，即强产业属

性、强服务功能、强人才牵引、强

投资赋能、强加速效应，包括近

两年每年服务细分产业领域的

创业企业不少于30家、搭建专业

技术服务平台、能够联动至少一

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的细分产业领域股权投资

基金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创业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湛教授曾

在2019年出版的《现代科技创新

载体发展理论与实践》中提出，

产业培育是科技创新载体必须

具备的六大功能之一，新兴产业

发展极是科技创新载体的七大

性质之一。“卓越级孵化器实际

上是一种高水平、高质量的科技

型企业孵化器，其功能之一是培

育产业。”

“未来孵化器必须深度融入

特定产业链条，成为产业创新的

重要推手，而非仅仅是企业的物

理空间提供者。”龚伟表示，“这

标志着孵化器从以往侧重企业

个体培育，升级为服务产业整体

创新生态构建的关键节点。”

聚焦细分产业领域

“专业孵化器的重要特征

是，在孵企业聚焦于特定产业领

域。产业孵化器是专业孵化器

的提质升级。孵化器行业同仁

期望同一产业领域企业，在孵化

空间内形成真正的上下游产业

链和生态集聚，成为地区产业发

展增长极。”天津国科火炬企业

孵化器研究中心主任王伟毅表

示，“工信部提及的卓越孵化器，

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孵

化器向细分产业领域聚焦，企业

入孵选择更精准、服务手段更高

端、服务人员更专业，非常符合

我国奋力向各产业链高端演进

的大趋势。因此，我国孵化器行

业的盈利模式和运营模式必将

发生重大改变。”

“以往我们谈孵化器的科

技价值比较多，现在我们更要

强调孵化器的产业价值。”韵网

创始人、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理

事长颜振军认为，孵化器能够

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让技术

创业者和小企业便捷地突破产

业门槛，融入产业链，降低交易

成本，又具备孵化培育新产业

的能力。

北京中关村上地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荣耀认

为，孵化器的基本出发点应聚焦

孵化服务本身。从实际刚性需

求看，当前孵化服务的市场切入

点确实较为有限。若能立足产

业端，深入理解并引导创业者及

创业项目发展，能发现更有效的

服务路径。

从深度孵化到生态构建

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卓越

级孵化器开展产业孵化？

“孵化器专业化发展方向和

服务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是必然

趋势。”王晓利表示，“这就要求

综合型孵化器加强与大企业、龙

头企业的合作，通过共享资源形

成上下游紧密合作关系，聚焦产

业垂直领域进行深度孵化和产

业服务，强化孵化器在产业创

新生态中的枢纽作用；加强与

高校院所合作，共建专业技术

领域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

台，为在孵企业提供研发、设

计、检验、测试等全方位服务，

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结合区

域特点和当地主导产业，围绕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

孵化培育，通过加强专业团队、

服务和设备建设，进行孵化器专

业化布局和建设。”

“除了在现有基础上‘腾笼

换鸟’提高产业聚集度、强化技

术支撑和金融赋能外，还可以考

虑一种新的转型思路，就是以解

决某个具体地方产业发展问题

吸引和集聚企业，进而形成产业

微链。”王伟毅认为，“这样做的

好处在于，企业培育与地方场景

紧密结合，企业有业务可做，引

得来、留得住，容易很快培养成

区域经济增长点。”

颜振军认为，发展产业孵化

器，需要认知调整、注重增量与

存量转型并主动布局。

“经过 38年发展，我国集聚

了约20万人的孵化服务队伍，这

支队伍及其机构，面对转型升级

考验。一方面，传统孵化机构要

迅速找到一个产业支点，迅速转

变为产业孵化器。另一方面，综

合孵化器可以与准备创建孵化

器的高校院所、大企业、投资机

构等紧密合作，共同创建运营产

业孵化器。”颜振军表示，“各级

政府应当面向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需求，有计划地在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选苗子、

给土壤、给水分，鼓励、指导、支持

创建一批产业孵化器。”

龚伟介绍，聚焦产业实践，

他们在山西省长治市深入进行

的“煤基固废资源化利用产业孵

化”项目，形成了“技术攻关—成

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

孵育模式。“我们致力于服务模

式升级，目标是构建支撑特定产

业创新发展的服务体系，孵化培

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带动

力的创新集群。这虽是新探索

却是响应政策号召、服务国家产

业升级的积极实践。”

7月10-11日，以“海纳英才、智创未来”为主题的第26届海外学子（大连）创业

周人才交流洽谈会（以下简称“海创周”）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海创

周围绕“海外学子创业、未来产业赛道、科技成果转化、科创高地建设”等方向开

展“1+2+7”系列活动，即1场开幕式暨新领军者圆桌对话，海创周“大篷车”推介、

海创工程项目路演2项先行开展的常态化活动，英歌石科学城创新发展对接会、

全国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交流会等7项主体活动。

图为7月10日，大连坤达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刚在会场演示坤达移

动储能机器人，引来人们驻足观看。 科技日报记者张蕴/摄

本报讯（记者邓淑华）近日，2025全球

数字经济大会“技转人才生态与区域产

业创新协同”专题论坛在北京市举行。

会上，朝阳北部科创带运营中心揭牌、

朝阳区技术经理人联盟启动。

此次揭牌的朝阳北部科创带运营中

心将聚焦“2310”科创矩阵（中国科学技

术馆、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两大国家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院等三大国家级链主产学研用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十大中国

科学院直属研究院所），围绕院地融合、

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人才培养、国际协

作 5 个方面，建立概念验证中心、垂直创

新孵化中心、青年科学家会客厅、技术

经理人联盟、产业创新空间矩阵、多元

公共服务空间，打造具有代表性创新街

区，探索城市中心、高校周边创新生态

建设，为朝阳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全新

动能。该运营中心由中关村朝阳园管委

会（朝阳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奥运

村街道、北京氪星创服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发起，其成立标志着朝阳区北部

区域创新生态正式启动体系化建设筹备

工作。

朝阳区技术经理人联盟也在论坛上

启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中国技术创

业协会、北京工业软件产业创新中心、

伽利略资本的多位资深专家受邀成为该

联盟首批成员。该联盟将通过实施科研

资源共享、产学研信息融通、应用场景

开放、政策精准引导、金融服务支撑五

大举措，构建“需求挖掘—技术匹配—

中试加速—产业落地”的全周期服务体

系，提升科技成果当地转化率和产业化

效能。

论坛现场还为完成朝阳区 2025 年

首批京津冀技术经理人培训的 30 名学

员颁发了结业证书。首批学员主要来自

中国科学院、中国舰船研究院、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以及知识产权、法律、产

业研究院等专业服务机构。这支复合型

专业队伍的成长壮大，将为京津冀区域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提供

重要人才支撑。

此次论坛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共议技术转移人

才生态建设与区域协同创新路径。多位

专家围绕技术成果转化分享见解，其中

两场深度对话活动聚焦“技术经理人商

业化路径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痛

点与破局”。

此次论坛由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

会主办，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中关村朝

阳园管委会（朝阳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

局），奥运村街道承办。

北京朝阳北部科创带运营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