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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平

升级的路径

（一）市场定位：由非专业向专业化升级

提升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平，需

要各类孵化机构在市场定位上从传统的规模化增长

向专业化、特色化、深化与产业结合转变，快速自我

迭代，为促进“双创”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针对

当前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在市场化运营过程

中面临的盈利模式单一的困境，要推动传统孵化器

和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向专业化升级，在根本上需

要遏制孵化器等“双创”载体房地产化的倾向，按照

“投资主体多元化、创业服务专业化、运行机制市场

化”的原则，积极探索将创业投资、创业指导等高端

增值服务与传统孵化服务相结合的专业化孵化服

务，探索多元化盈利模式，破解孵化器盈利模式单一

的困境，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在角色上实现由传统

的依赖租金收入的“二房东”向为“双创”主体提供专

业化服务的“服务员”转变。

（二）运营策略：由同质化向差异化升级

孵化器及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作为一种平台化

的创业服务机构，在市场化运营机制下，既是服务者，

同时也是创业者。面对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

需要避免服务的同质化，积极探索差异化策略，走主

题式、精品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实现自身

良性运转，努力迈向高质量发展。在运营策略上，应

推动孵化机构与区域产业结合，向特色孵化器升级。

针对当前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在提供孵化服

务过程中，面临在孵企业所涉及的行业相对较为分

散、孵化器所提供的创新资源难以满足众多行业需求

的现状，孵化器需要重新定位服务领域，应有针对性

地选择区域优势产业并以此为依托，针对某个行业领

域，探索企业平台型、“天使+孵化”型、开放空间型、媒

体依托型、垂直产业型和跨国合作型等新型孵化器模

式，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融合，为“双创”主体提

供小众化、专业化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

（三）服务模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升级

尽管河南省在“双创”孵化服务模式上已经初步

形成以“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为

特征的链条模式和以“专业化+产业链+战略投资”

为特色的双加运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

创”的健康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创新创业主体在市场

运营中面临着“多元化、复杂化、不确定性”的环境，

其对“双创”服务模式的需求越发呈现多元化的趋

势。鉴于此，河南省“双创”孵化应根据市场主体多

元化的需求，积极探索“创业教育导师+持股孵化”

“天使投资+创新产品”“母公司+产业链”“全托式”

“预孵化”“体验式”等孵化服务模式，有效提升孵化

机构的服务水平、创业成功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组织形态：由分散化向联盟化升级

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属于科技服务

业范畴，目前河南省孵化载体产业在产业布局方面

呈现出空间离散化的特征，在产业组织形态方面呈

现组织分散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在区域内部，各

类孵化载体空间布局分散，相互间资源、信息等交流

沟通不畅，整个产业呈现集聚化程度不高的特征。

鉴于此，要提升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的服务

水平和效率，从产业布局上，要推动科技孵化产业由

分散化向集聚化、联盟化升级。条件允许的地区可

提升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
水平的路径与对策

◇李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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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虑在产业布局上谋划科技孵化产业园，构建科

技孵化机构创新发展联盟，推动河南省孵化机构和

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逐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

模式共建、抱团发展。

二、促进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平

升级的重点任务

（一）着力提升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的内生动力

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需要从延伸化和深

度化两方面，优化创业孵化资源，提升孵化平台内生

动力，加快现有创业孵化载体服务水平升级。一是

拓展孵化功能，引导其向创业活动的上下游延伸。

一方面，针对处于创业孵化前端的“种子期”项目，依

托创业苗圃，着力开展预孵化服务；另一方面，针对

发展较好的创业企业，积极向孵化链的后端延伸，依

托创业加速器，为创业团队提供各类加速服务。二

是服务功能向“深度化”发展。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

原则，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众创空间和创新型孵化器，

打造风险投资、创投资本、中介机构和研发机构共同

参与的新型孵化链，形成各具特色的创业生态圈和

盈利模式，改变传统孵化器依赖房租的商业模式，促

使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向高端化、深度化发展。

（二）着力提升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的承载能力

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作为区域创新创业活动的

重要载体，其承载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其服务水

平的高低。提升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的承载

能力，应着眼于提升其对产业的承载力。一是着力

提升孵化机构集聚的各类创新要素对产业发展的支

撑能力。孵化机构要依托区域产业优势，集聚创新

资源，加速创新要素与产业要素融合，着力孵化各类

创新创业项目，形成多行业承载、多项目聚集的集群

化效应，支撑区域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成长性产业发

展。二是着力优化孵化机构空间布局，提升其对产

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孵化机构的空间布局要与区域

创新创业要素及产业要素相匹配，针对区域资源禀

赋差异，选择不同的孵化载体形式，产业要素和创新

要素丰富的城市区域应以众创空间为主，创新要素

相对匮乏的乡镇区域应以农民工返乡创业孵化基地

为主，科教资源丰富的高校区域应以大学科技园为

主，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孵化载体的作用，提升其对产

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三）着力提升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的运营能力

与北京、上海等地区相比，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

的运营能力不强，一直是制约河南省孵化机构服务

能力的短板之一。提升河南省孵化机构运营能力，

一是要引进专业指导团队，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建

立创业导师库，以多对一、一对多、多对多、一对一的

灵活方式，为创业者提供专业的技术项目评价论证、

创业投资、股权融资、知识产权质押、信用担保等服

务。二是要引进专业培训机构，提升培育指导能

力。引进并依托专业化的培训机构，针对在孵项目

企业处于初创期的特点，重点围绕初创型公司亟须

提升的创业管理能力、经营管理素质、市场分析预测

能力等方面，进行初创型公司的管理技能培训，增强

初创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抗风险能力。

（四）着力提升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的孵化能力

企业的孵化成功率和市场生存率是衡量孵化机

构和众创空间孵化能力的重要指标。提升河南省孵

化机构和众创空间的服务能力，需要从创业项目的

全生命周期着手，围绕创新创业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特征，提供系统化服务。一是筛选孵化项目，从

源头提升孵化成功率。制约孵化项目的市场生产率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因素在于该创新创业项

目是否具有市场化特质，因而孵化机构需要在前期

对各类入孵项目进行筛查评估，确保入孵项目具备

市场化运行的基础条件。二是优化过程服务，在孵

化中期提升孵化成功率。针对具备市场化运作的入

孵项目，孵化机构在孵化过程中应加强对其管理能

力、市场能力、抗风险能力等的培育及投融资、法律

等商务服务的提供，确保在孵企业的成功率。三是

建立共生机制，提升项目市场生产能力。孵化机构

应引导鼓励在孵企业间形成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

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建立定期交流合作机

制，提高在孵企业的市场存活率。

三、提升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平

的对策

（一）建立孵化平台健康发展机制，引导其向专

业化、精细化方向升级

进一步提升“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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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建设，积极探索新型孵化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

服务水平，增强服务效能，引导其向专业化、精细化

方向升级。一是不断创新，进一步培养新型孵化模

式。在进一步完善“孵化+创投”等孵化模式的基础

上，针对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着力探索培养辅导型、

投资驱动型、创客服务型、媒体融合型等创新型孵化

器，加快发展创业咖啡、创新工场、创客空间等新型

孵化模式，建设开放式、全要素、便利化、低成本的创

业孵化平台。二是强化内涵，不断推进孵化平台提

质增效。进一步完善不同类别孵化器的评价机制，

结合孵化器提质增效的总体目标，创新评奖结合、评

建结合等手段和方式，以推动孵化载体内涵建设为

导向，不断推动各类孵化平台提质增效。三是完善

生态，进一步推进全周期全过程创业孵化链条建

设。在遵循创新创业生命周期基本规律的基础上，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演化进程，不断探索涵盖项目初

创、组织构建、融资需求、商业运营、后续支持等环节

在内的全周期全过程孵化链条，为“双创”持续推进

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保障。

（二）加快成立河南省孵化机构联盟，加强孵化

机构间的开放合作交流

成立河南省孵化机构联盟，加强科技企业孵化

器之间以及和国际国内其他孵化器之间的联系、交

流与合作，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进一步向规范化、专

业化方向发展，促进河南省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

务水平和效率逐步提升。一是联盟成员应涵盖科技

孵化产业链全链条。联盟成员涵盖为“双创”提供各

类服务的组织，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大

学科技园、加速器、投融资机构、企业管理咨询、技术

转移服务等各类服务机构。二是河南省孵化机构联

盟目的在于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贯彻实施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并组织实施孵化器行

业的行业规范，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提高行业整体服

务水平和效率。三是广泛开展各类活动，推动科技

孵化产业开放化发展。鼓励各类机构之间通过举办

年会、论坛、沙龙等形式，加强各类孵化机构之间、各

类市场中介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围绕河南省创

新创业孵化体系建设，不断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信息

与资源共享；鼓励各类孵化主体以联合孵化为导向，

加强与研发机构、风投机构、中介机构的联络与合作。

（三）出台相关创新要素激励政策，支持孵化机

构服务水平提质升级

围绕孵化机构服务水平提升所需的金融、人才、

环境等要素，积极出台一系列操作性强、接地气的激

励政策，推动其孵化水平提质升级。一是建立政府

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投入为补充

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投融资体系，充分发挥

金融对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促进作用，形成创新链、

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无缝衔接。二是优化高层次人才

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和评价

标准，根据新兴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及时出台更具

吸引力的“高精尖缺”人才培养引进政策。三是严格

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实施薪酬

和股权期权激励办法，加大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学

人员的激励力度。

（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双创”氛围，创造孵化

机构服务水平提升的良好环境

良好的“双创”环境关系到孵化机构服务水平提

升的成效，营造优良的环境氛围，为提升服务水平保

驾护航。一是继续加强对“双创”典型的宣传力度。

通过各种媒体，对各类创新创业先进典型进行宣传

报道，持续营造“创新伟大、创业光荣”的舆论氛围。

二是不断增强全民创业意识和创新思维。通过采取

媒体宣传、公益讲座、出版刊物等形式，不断传播各

类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增强全民的创新思维和创

业意识，形成全社会崇尚“双创”的氛围。三是进一

步完善“双创”关爱机制。创新创业是有一定风险

的，在营造崇尚创新创业、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的同

时，要研究建立诸如“双创”失败者救助基金等关爱

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双创”失败给创新创业者带

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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