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科观察：《2015 新型孵化器报告》发布，风口上的国内孵化器离美国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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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种创新”的春风吹暖了万千创业者的心，也吹火了“众创空间”的市场。在

创新创业逐渐成为中国新常态经济“新引擎”的背景下，孵化器作为离创业者最近的平台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如今，我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举国推动创业创

新的大环境下，孵化器正日益兴起并快速迭代更新，并已站上了“创新创业”的风口上。在此

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特推出《2015 年中国新型孵化器发展报告》，回顾了我国孵化器的发

展历程，并参考欧美发达国家创业孵化器的特点及优势，以期为国内新型孵化器提供一份挑

战及趋势的分析，以飨业界。  

 

中国孵化器飞速发展，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新新窗口 

 

孵化器在中国早已不是新生事物。早在 1987 年 6 月 7 日，中国第一家企业孵化器 " 武

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 就宣告成立。 1988 年 8 月，中国决定开始实行专门为发展中

国高新技术产业而设立的 " 火炬计划 " 。在该计划中，国家把建立孵化器——科技创业服

务中心列为重要的内容。时至今日，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 1600 家，国家级孵化器

超过 600 家，非国家级超过 1000 家，在孵企业 8 万余家，累计孵化企业约 6 万家，各项数

据均在逐年稳步增长。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自 2011 年起国家大力推动孵化器建设，目标是为创业者降

低创业成本，推动创业创新建设，为创业者提供优质的创业环境，以创业带动就业。在火炬

中心最新的数据统计中显示中国 2013 年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面积已超过 5379.3 万平方米，

同比增加 22.93%。在孵企业从业人数也突破 158.3 万人，同比增加 10.16%。在政策鼓励

下，2014 年预计面积将达到 6496.6 万平方米，就业人数将突破 178.4 万人。成为带动各地

就业的新窗口。另，根据火炬中心统计，截至 2013 年中国科技型孵化器共有 77,677 家企

业进驻孵化，同比增加 10.62%。累计孵化企业 52,146 家，同比增长 15.47%。 

 

科技企业孵化器集中一线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推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 

 

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区域分布明显，主要集中在风险投资较为密集的东南部沿海区域。

按密度划分北京、上海、天津、广东为最主要的 4 大省市，除此之外，江苏省、浙江省、

山东省也同样聚集了大量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该现象直接印证了目前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

能力报告 2014》。报告称我国总体上还未进入创新型国家阶段，多数省份仍未投资驱动的发

展模式。报告显示，除了京津沪浙苏粤等六个地区已基本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外，其他省

份仍处与投资和要素驱动的阶段。其中，鲁鄂辽粤闽川陕等六个省份正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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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渡。东部仍然是我国创新能力较强地区；中部地区排名稳步上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创新

活力不足；西部地区整体创新能力仍然偏弱，呈现周期性波动。 

 

图 国内国家级孵化器地区分布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2015.04  

 

美国孵化器起步较早，发展迅速，成绩斐然 

 

世界上最早的孵化器起源于美国。“企业孵化器”概念最早由美国人乔▪曼库索在 1959 年

提出，并在纽约的贝特威亚（Batavia）成立了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虽然美国早在 1959

年就形成了孵化器的雏形，但由于当时因经济转型产生的环境动荡，直至 20 年后的 20 世

纪 80 年代才开始蓬勃发展，从而可见孵化器的发展与所处的经济背景密切相关。1986 年，

美国国家孵化器协会（National Business Incubation Association, NBIA）在俄亥俄州成立，

现拥有美国注册会员近 1000 家，全球注册会员 2200 家。有数据统计显示称截至 2012 年

美国约有孵化器超过 1100 家，占到全世界孵化器总数的 12%，在 2015 年预计将超过 2000

家。 



 

美国孵化器的发展进程经历了政府主导阶段、孵化系统化阶段、向企业模式转型阶段、

和集团化发展阶段。美国企业孵化器发展是从 1980 年开始的。发展初期只有 12 家孵化器，

并且都是由州政府直接资助成立。如俄亥俄州、北卡罗来州、宾夕法尼亚州等早期的孵化器

都是由政府和社区合作建立的。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孵化器都以非盈利性机构的形式存在，基

本上以混合型的孵化器为主。随后为了提高创业企业成功率，政府与企业界、教育界、投资

机构、社会团体开展全面合作；逐渐的，孵化器的经营主体转向了多元化，从帮助企业组织

建立转向保证该企业生存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孵化器的发展在美国经历了种种

危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实际孵化成果与预期相差甚远。孵化器开始进入企业化管理，这

期间孵化器将服务资源整合，形成多样化服务模式和盈利增长点。不仅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服

务，同时也使得自身发展完善。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专注互联网企业的孵化器，

这可以说是孵化器发展的一次革命。孵化集团的基本特色是本身就是新创企业并有成功创业

者主导；融合风险投资、多元化控股经营和孵化服务功能；提供场地、咨询、培训、策划和

技术设施和技术服务；孵化共能定位在重点提供企业发展战略、品牌经营和公司治理结构方

面，着眼将“种子”培养成“参天大树”。如今，美国孵化器的经营主体、组织形式、服务功能

和经营目标相应出现了较大调整，孵化器已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发展工具。 

 

美国孵化器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已然走在了全球孵化器创新发展的前沿，诞生了许多极

具代表性的孵化器，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业孵化生态。《福布斯》此前刊登了美国十大孵化器

排行榜，YC 和 TechStars 依靠其高额的毕业企业市值以及广泛的影响力位列第一第二。 

 

中国孵化器更新迭代，孵化器 3.0 打造创业新环境，但仍存在明显短板 

 

中国孵化器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演变，正逐步端正角色，向创业者的服务供应商方向

前进。虽说中国企业孵化器起步较早，但是第一代孵化器针对解决创业企业办公场所问题，

仅仅依靠提供物理空间支持创业已然满足不了广大创业者的需求。但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经济

的发展和创业生态的日益完善，孵化器逐渐向创业投资，多元化服务迈进。并且从服务形态

上提高了自身质量，同时也加大了对创业项目的审核力度。而入孵门槛、资产配置、服务质

量、盈利模式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创新，呈现出第三代创新型孵化器的新景象。 

 



表 国内各阶段孵化器特点比较 

 孵化器 1.0 孵化器 2.0 孵化器 3.0 

入孵门槛 低 低 极高 

资产配置 重 均衡 轻 

服务质量 低 均衡 高 

人员素质 弱 弱 高 

孵化费用 低 低 低或免费 

盈利模式 房租 房租+服务费 服务费+股权投资 

服务特点 出租工位 创业服务 股权投资 

收支状况 微盈利 收支平衡或净支出 前期净支出，后期盈利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2015.04  

 

从区域上来看，创新型孵化器主要聚集在创业投资极为活跃的京沪深三地，尤以中关村

居首。自 2011 年以来，中关村在科技部指导下，以打造“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创业中心”为目

标，培育形成了以创新工场、车库咖啡、创客空间等创新型孵化器为代表的“众创空间”。与

传统的孵化器相比，创新型孵化器呈现出“新服务、新生态、新潮流、新概念、新模式、新

文化”的六新特征，不仅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活动的聚集交流空间，而且为其按需提供个性化

的创业增值服务，推动中关村兴起了新一轮科技创业热潮，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良好氛围，引领中国创业进入新时代。 

 

目前，国内孵化器行业已然在创新创业的大潮中站立在风口上，但对比美国孵化器模式

和特点，国内的孵化器在模式、导师、资源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短板。以导师资源短板为例，

孵化器的导师机制源于美国，美国成功的孵化器案例给中国创新型孵化器做出了许多成功的

示范。因此，在国内也掀起了一阵导师入驻孵化器的潮流。而实际上，国内的孵化器导师机

制并不健全，或者说并不成熟。在导师机制的起源地美国，创业孵化器的孵化过程中基本要

求创业者与导师共同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透明接触，让导师全程参与创业起步。或者，与导师

群体可在线实时交流。与美国孵化器的导师相比，国内创业导师与学员之间的交流大部分仅

限于每周一次或两次的创业沙龙。由于导师基本上都是兼职形式在孵化器提供教学，学员私

下与导师交流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导师的孵化灵活性也受到很大的局限。 

 

总体上，国家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出台，为国内的孵化器模式带来了新

一轮的发展。2015 年创业大浪潮将最直接表现为创业孵化器拼项目、拼资源、拼服务的时

代。在这股浪潮中孵化器的核心竞争模式如何能够迸发出新的火花？创业者如何从孵化器中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5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