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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孵化集群现状及思路与对策

张佳琪

温州大学　浙江省温州市　325000

摘　要：本文章以温州市各地区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为对象，以温州市近几年科技部火炬中心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结合最近三年的统计数据，研究温州各地区大孵化集群中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发展状况后，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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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1980 年代中期我国首个科技企业孵化机构正式设立

至今，该类创新型服务平台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化发展

态势，通过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持续为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近两年，北京、上海等地

纷纷出台政策，旨在推动孵化器的提质增效。高质量的孵化

育成成效已成为当前孵化器发展的重要目标，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同时，培育科技企业是科创孵化载体的核心内涵和

价值之一，孵化育成更多优质企业成为衡量孵化器高质量发

展成效的关键指标。为顺应国家政策，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

大孵化集群这一概念，旨在促进落地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优

秀在温青年创新创业，培育新兴产业。

1. 科技企业孵化器内涵

1959 年，美国的乔·库曼（Joe Cooman）首次提出孵化

器的概念，于纽约成立史上第一家孵化器。这个不经意间创

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当时并未受到关注，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重要性，孵化器由此开始迅速发展。根据我国科技部印

发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指“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为宗旨，提

供物理空间、共享设施和专业化服务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双创梦想

的摇篮，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区域创新的重要力量，是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撑。自 1987 年以来，

孵化器“毕业”企业有 215969 家，累计已有 6534 家公司在

境内外挂牌上市，25% 的科创板上市企业来自孵化器 []。孵

化器行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却相当可观，

是以技术知识为动力的创新平台，是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的重要支撑。

2. 现状分析

2.1 在孵项目质量亟需提高

在孵项目技术含量不高、企业负责人经验不够、竞争

优势不明显等问题是温州双创载体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截止

2024 年低，全市孵化器在孵企业中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均比上一年有所下降，意味着原来在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的优质项目毕业后，缺乏后继。当前，虽然

温州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数量有所增加，但受疫情的影响，

人们的创业热情受到抑制，优质的创业项目随之减少。此外，

各地对优质项目的招引力度持续加大，温州的孵化器和众创

空间在吸引外地优质创新创业项目上优势并不明显。未来，

温州双创载体需要在吸引和培育高质量的创新创业项目上

加大作为。

2.2 双创载体造血功能不足

近些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指引下，温

州市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得到蓬勃发展。结合温州本地的创

新创业文化，也生成了百花齐放的孵化器与众创空间格局。

然而，总体上看，这些双创载体仍然以政府投资和补贴作为

主要收入来源，盈利模式多元化，依靠服务和投资获得收入，

实现双创载体自身造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本报告的

数据分析，现有孵化器与众创空间的收入来源多数为房租、

物业收入和财政补贴，通过创业服务和投资收入很少，部分

孵化器与众创空间几乎完全靠政府补贴，一旦失去政府输

血，便会陷入收支无法持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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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双创载体遭遇发展瓶颈

孵化器与众创空间作为吸纳创新创业项目的主要载体，

其本身就是创业环境的重要内容。2024 年温州地区双创载

体数量比上一年有所增长，但国家级和省级孵化器的数量并

未增长，国家级和省级众创空间增速趋缓且低于兄弟城市的

增速。将眼光放远一些来回顾，据 2017 年度火炬统计数据，

截至 2017 年底，温州全市共有 86 家众创空间，占全省 474

家众创空间的 18%。而到了 2021 年，全市众创空间数量居

然只有 83 家。从孵化器数量来看，国家级孵化器好几年没

有增加，省级孵化器也增长缓慢。接下来两年，省级孵化器

比上一年还减少了 1 家。显然，温州市双创载体正在遭遇发

展的瓶颈，需要下决心找到突破口。

3. 思路与对策

分析温州大孵化集群目前存在问题的原因，既有孵化

载体内部的因素，也有孵化载体外部的因素。从本质上看，

缺乏足够数量的高质量的创新创业项目是导致这些问题的

最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报告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及

对策。

3.1 培引并举，深挖拓展创新源头

3.1.1 加大支持力度，挖掘本地创新潜力

从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等高校的

优势学科入手，选择若干在温州具有产业基础的重点学科，

在资金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以结果为导向，

力争早出成果。

3.1.2 注重引进实效，开拓市外创新来源

根据温州现有的优势产业，以更大的力度引进具备相

关专业优势的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并尽量以研究生院

的形式落地温州，实实在在为温州的高等教育和技术创新提

供新的增长点。

3.1.3 加强校企合作，创新校企合作方式

由政府牵头，重点企业提出研发需求，高校科研院所

的科研团队出方案投标，或定期举办相关比赛。争取打通高

校智力资源和企业发展需求，协同解决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

技术、管理等现实问题。

3.2 发挥优势，夯实壮大创业基数

客观地说，科技含量高的创新创业项目总量是稀缺的。

如果眼光全盯着这部分，对温州整体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个好

的选择。回溯温州模式昔时的辉煌，其中也并没有多少高精

尖的技术。因此，将温州打造成为青年创新创业之城更为关

键的是，发挥温州独特优势，吸引更多普通年轻人来温留温

投身创新创业。

3.2.1 鼓励优势产业相关的创新创业

温州应该聚焦现有的优势产业，专心致志支持电气、

鞋业、服装、汽摩配、眼镜、泵阀等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支

柱产业发展壮大，努力建设若干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这些

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必将衍生出众多的创业机会。政府制

定激励政策，引导年轻人投身这些行业，助力其捕捉这些行

业的创业机会。

3.2.2 鼓励内外贸相关的创新创业

进一步挖掘海内外 200 万温州人的独特优势，顺应国

家“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将“贸易兴市”确定为当前形势

下的重要战略。支持鼓励内外贸企业做强做大，支持鼓励在

外温州商人与本地企业紧密合作，支持鼓励优势产业联合开

拓国内外市场，支持鼓励年轻人在贸易行业的创业。

3.2.3 鼓励旅游文创相关的创新创业

发挥温州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年轻人在文化旅

游相关行业创业。温州有山有水有海，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但是，知名景点较为分散，旅游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这有利

于民间资本进入，也有利于有想法的年轻人在民宿、文创、

旅游自媒体等领域的创业。

3.3 精准施策，建设务实双创平台

针对上述提出的创新源头和创业基数，精准制定实施

各类支持政策，并且将政策落实取得成效，对于营造务实的

创新创业环境非常重要。

3.3.1 建设适合科研人员干事创业的双创载体

一方面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从创造适合科技创新的环境

和动力机制着手，健全科技成果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提高

研发团队及重要贡献人员的分享份额；另一方面，鼓励科研

人员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以创新技术为基础创办企业。此外，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设立相应的科技园或创业园，为科研人员

创业提供相应的资源。

3.3.2 建设基于温州优势产业的双创载体

各级政府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经济尤其

是支柱产业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支持政策并建立相

应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鼓励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为其对

接高校科研院所解决技术难题。鼓励龙头企业创设与其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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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关联的众创空间或者孵化器。

3.3.3 建设内外贸和文旅领域的双创载体

将现有支持双创的政策措施拓展到贸易和文旅领域。

此前，贸易类和文旅类的创业项目往往因为技术含量不足，

难以享受政策性的优惠。建议设立专项资金，为海内外温商

回归创办企业贸易类设立专门的政策性园区，并尽可能降低

其运营成本。对于文旅领域的新创企业，需要调研其真实需

求，开放不必要的市场准入限制，并按照实际制定分类激励

的政策措施。

结语：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还需考虑到多种因素，大孵化

集群的发展仍然道阻且长。要从深挖创新源头的角度增加科

技孵化的可能性，从壮大创业基数的角度增加企业孵化器的

数量，从务实双创平台的角度为创新创业提供优质环境。通

过这些策略，可以有效的有效的促成更多的科创成果，形成

良好的科技企业孵化态势，促进大孵化集群走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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