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浪淘沙，孵化载体行业
经历“洗牌”

孵化器，原意是指人工孵化禽蛋的设
备。顾名思义，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指为科
技企业发展提供助力的“加速器”和“助产
师”。著名的企业孵化器专家鲁斯坦·拉卡
卡曾这样定义：孵化器本身是一个系统，是
专门为扶持新创的科技型企业而设计和运
作的体系。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中国的第一家孵化
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诞生于 1987
年。但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开
始奔涌以后，孵化载体才真正进入雨后春笋
般的生长期。彼时，全国都在加码打造孵化
载体以推动创新创业繁荣发展，一时间，全
国各地孵化载体可谓“遍地开花”。据《创业
报》的统计显示，2018年前后，中国孵化载体
的数量已经成为“世界之最”。

但“遍地开花”有时候并不等同于繁荣
发展。现在回头看，在那段几乎“天天有新
增，到处是载体”的时期，不少地方的孵化载
体建设也因为找不准发展路径而产生过乱
象。例如，不少孵化器一度沦为物业公司和

“二房东”。公开报道显示，某市有一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园区房子还没完全建好就已经
全部出租了，并且该孵化器对入驻企业是否
为初创型科技企业并不认真审核，商贸流通
领域、生产性、服务性企业通通“来者不拒”；
某地的孵化器为了增加税源，让不少已经成
熟的“老母鸡”科技企业继续在园区“占着
窝”，忽视了培育创业创新小企业的本职工
作，与物业公司无异。同时，不少公司打着
科技企业的名号入驻孵化载体，享受入驻初
期免房租以及水电费、物业费等优惠政策，
待优惠期满后再换到其他孵化载体，继续

“蹭”免费的办公场地。
作为国内较早尝试建设孵化载体的城

市之一，青岛曾率先出台过一系列政策，对
市级、国家级孵化载体等给予资金补贴等支
持。但采访中，一位青岛资深孵化器从业专
家告诉记者，在当时，青岛的孵化载体建设
追求面积规模，整体孵化载体服务质量却并
不高。

一方面，有些孵化载体是“跟风”建设，
没有专业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也没有公共
研发平台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创新资源集
聚度不够；另一方面，不少载体重招商、轻服
务，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对入驻企业提供
的软服务水平不高，更有甚者认为“把项目
招来就行，后续发展听天由命”，孵化载体和
在孵企业之间联系松散。

这位专家表示，上述原因导致了当时
青岛孵化载体行业发展不健康，加上载体
发展依赖财政补贴，“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因而无法形成正向循环，自然不具备长期
发展的动力。

随着行业进步，青岛及时调整思路，孵
化载体的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大
浪淘沙”后，没有持续发展能力的载体陆续
被淘汰。如今，青岛孵化载体的建设逐步

“回归理性”，比起孵化面积，企业更加重视
服务质量，载体更加注重持续孵化的能力，
专业化的标杆孵化器成为发展主流。

回归发展“本源”，不再强调建设面积的
青岛所拥有的国家级孵化载体占总量的比
重超三分之一，折射出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
的“气质”。

重要的不再是孵化面积，
而是服务质量

孵化载体发展质量不在于面积有多大，
而在于服务质量有多高。服务质量最直观

的体现，就在于其培育企业的“成长性”。
记者联系青岛鹏锋诚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鹏锋诚”）总经理张兰娜的时
候，她正准备出差。最近，她的行程安排更
忙碌了。鹏锋诚企业将人工智能与医疗产
业融合，自主研发了一套针对幼儿群体的视
力检测仪，目前正处于市场拓展的关键期。
市场拓展需要资金支持，幸运的是，鹏锋诚
最近备受资本市场的青睐——去年底刚获
得由国际知名风投DFJ领投、青岛市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跟投的千万级融资，开春又拿到
了来自“康复贷”的100万元贷款。

鹏锋诚能在资本市场“如鱼得水”，不得
不提及其所在的康复产业孵化器。为了让
在孵企业得到资本助力，该孵化器会定期举
办“牵线”活动，邀请优质企业和投资人、银
行专家面对面沟通。“我们有个微信群，群里
有在孵企业的负责人和园区的工作人员，成
员已经有 432 个人了。”张兰娜拿起手机向
记者展示，“这次与投资人面对面接触，就是
我在群里看到通知后报名参加的。”令张兰
娜惊喜的是，对接会之后不到两个月，企业
就在无抵押物的情况下以极低的利率拿到
了银行贷款。

如果说，发展初期孵化载体的服务模式
更偏向于一个提供办公场所的“二房东”，那
现在孵化载体已然进化到提供全方位“保姆
式服务”的阶段。走进创联工场，记者感受
到更加年轻、时尚的“气质”：明亮的落地窗
直接面向大海，郁郁葱葱的绿植满目皆是，
年轻人端着咖啡在沙发上畅谈工作，公共
区域里还有一应俱全的健身设备。联合
办公弱化了同一载体内不同企业之间的
物理壁垒，通过共用接待区、会议室等场
地，打造自由、共享的办公氛围。站在创联
工场的办公场所内，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

“通透”。在这里，墙壁的存在感被大大降
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开放型办公室，入驻
企业之间不仅是“邻居”，更是朋友，可以进
一步合作共赢。

创联工场创始人冯希祥告诉记者，作为
国内联合办公模式的发起者，创联工场调研
了“90 后”“00 后”等年轻创业群体的需求，
并据此打造了摩登、轻奢的办公风格，提升
了年轻创业者的工作舒适度。创联工场通
过引入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打造了视频会
议室、沙龙路演区，还能为入驻企业提供高
效的智慧办公解决方案。目前，创联工场打
造了包括资源引流、业务助推、融资对接、管
制支持在内的“四轮驱动”企业服务体系，正
在向全国输出联合办公的“青岛模式”。目
前，创联工场的“触角”已经延伸至济南、武
汉、无锡、杭州等多个城市，打造了 50 余家
孵化载体，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5万家。

孵化载体和入驻企业之间是“双向选
择”的关系。对青岛既然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的创始人马越来说，选择青岛天安数码城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重要原因，是看中其作为国
家级孵化载体在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和资源集
聚方面的能力。马越表示，企业创业初期最
需要的是业务资源，入驻后，天安数码城迅速
为其对接了一家高企——青岛海龙马电子有
限公司，双方达成合作，相关产品已经实现量
产。“在天安数码城，企业可以获得孵化器提
供的产学研对接、业务资源对接、政策辅导、
知识产权服务、品牌宣传等一系列的孵化服
务，我们公司也由此迅速发展壮大。”

标杆引领，服务覆盖企业
发展全生命周期

2021年底，青岛出台“沃土计划”，提出
引导孵化器高质量发展，打造标杆孵化器，
经认定后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对新认
定的国家孵化器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

打造专业化孵化器，对绩效突出的给予最高
30万元奖励。青岛加码打造“头部”孵化载
体，提升孵化服务的专业化水准，孵化载体
发展的关键词是“提质增效”。

推动孵化载体专业化发展，重点建设一
批成长型、引领型标杆孵化器。去年年底，
橡胶谷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青岛国际院
士产业加速器、青岛天安数码城科技企业孵
化器、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青岛生物科
技创新园孵化器、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船舶
科技园、青岛蓝谷创业中心被评为标杆孵化
器，展现了头部孵化载体的姿态。

市工研院院长滕云枫说，标杆孵化器不
仅需要和大中小企业串联产业链，还要和高
校、科研院所融通创新链，形成资源集聚高
地。在市工研院里，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负
责人通过“CEO下午茶”活动聚在一起，“喝
茶谈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打开了产业
上下游合作的通路。青岛中诚高分子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的“第一代”微孔轻量级新材
料，可用于头盔、护膝等高速运动防护装备
的生产。依靠它，中诚高分子“敲开”了韩国
一家世界顶级防护头盔制造企业的“合作之
门”，增添了超千万元的营收。而这样的“大
买卖”，就是中诚高分子与青岛草冒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一次“CEO 下午
茶”活动上“喝”出来的。

在市工研院，记者参观考察了青岛市科
学仪器创新孵化公共研发平台。以提高孵
化企业创新能力为先导，以强化技术转化为
重点，该平台配备了 40 余台（套）高端研发
服务设备，融通创新链，整合优势资源，为在
孵企业提供产品研发、中试、工程化开发、检
验检测、协同研发、专家咨询等专业化技术
服务，可以满足企业大部分研发创新需求。

据统计，开园至今，市工研院已经 7 次
获评国家级孵化器考核优秀，累计培育高企
80家、估值过亿元的企业超20家、新三板及
蓝海四板挂牌企业 15 家；培育的企业获国
家、省、市级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奖项累计
超百项。

立足橡胶行业生态圈，橡胶谷走的是专
业化路线，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提
供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张期—
成熟期”全生命周期的创业孵化服务，完善
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全孵化链
条建设，在“前端”完善众创空间，发掘创业

“苗圃”；在“中端”打造服务平台，降低企业
成本；在“后端”建设加速器，推动科技创业
孵化资源和服务有效集成。

青岛福诺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受益
者之一。去年，福诺化工不仅获得了青岛市
2021年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还获批为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要知道，就在五年前，
福诺化工还只是一家处于研发、生产初期，亟
待借助科研力量实现市场突破的“小企业”。

转变是从企业 2018年入驻橡胶谷开始
的。青岛橡胶谷创业孵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嵇钟生告诉记者，自福诺化工入驻开始，橡
胶谷服务团队便紧跟企业发展动向，深入了
解企业发展需求，提供了知识产权、市场开

拓、科技研发等各类服务，为企业对接发展资
源，陪伴其逐步发展壮大。现在，福诺化工已
获高企认定，生产的橡胶隔离剂产品在国内
的市场占有率达59%，排名行业第一。

目前，橡胶谷园区内入驻企业已超 300
家，集聚了8个国家级和67家省市级的各类
研发中心、实验室和科研机构，注册企业累
计实现纳税销售收入900亿元，累计实现纳
税超6亿元。

“自我造血”，孵化载体
“孵”出新意境

中国第一家孵化器东湖新技术创业中
心靠着国家科委下拨的70万元“巨款”以及
当地政府和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的拨款，
才渡过了初创时的难关。但向政府“伸手要
钱”并不是孵化载体发展的长久之策，要实
现持续发展，孵化载体必须要有“自我造血”
的能力。

资金支持对于中小微科技企业发展具
有关键作用，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
一直是企业发展的“拦路虎”。这正是孵化
载体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突破的关键。

现在，孵化载体通过成立基金等方式，
对在孵企业开展“陪伴式”孵化的模式正越

来越成熟。孵化服务和金融投资并行，孵化
载体在企业发展早期给予投资，既能为企业
的成长保驾护航，也能在企业发展壮大后享
有收益。一位孵化器从业人员这样形容这
种模式：就像“自己养大的孩子，长大后反
哺”。孵化载体有了收益，自然就获得了更
加长足的发展动力。

例如，“康复贷”就是康复产业孵化器联
合青岛银行科技支行打造的金融产品，定向
用于支持在康复产业孵化器入驻的企业等
主体，重点投向以康复为特色的生物医药与
医疗器械行业，单户贷款额度最高500万元。

又如，青岛生物科技创新园不仅为入驻
企业提供了研发、生产、经营的场地，以及融
资、法律、供应链资源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
支持，降低了创业风险和成本，对园区内从
事医疗器械研发的公司，最高还可给予5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2022年，该园区整体产值
已突破45亿元，税收突破5000万元，带动就
业1300余人。

记者梳理发现，在青岛，约有70%的孵化
载体已经选择通过自建或合建方式设立投
资基金，深入企业的发展中去实现双赢。

将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和金
融资本等要素有机结合，孵化载体本身就是
个创新创业的“微生态”。作为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孵化服务规模不断
壮大，好的孵化载体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在
服务广度和深度上做文章。

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青岛不断提高
创新创业服务能级，孵化载体的建设也逐渐
从集聚企业向培育产业升级，从基础服务向
增值服务升级，从链式孵化向创业生态升
级。从追求大规模物理空间的时代进阶到
树立标杆孵化器的时代，青岛的孵化载体正
摸索出发展新模式，“孵”出新境界。

从曾经追求“规模化”到如今孵化服务与投资支持“双管齐下”，让高质量发展的孵化载体成为
高科技产业的重要产出地——

提质增效，青岛孵化器让“标杆”立起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近日，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发
布了2022年度拟备案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名单。根据名单，青岛将新增2家国家级孵化
器，分别为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船舶科技企业
孵化器、青岛生物科技创新园孵化器。

来自市科技局的统计显示，此前全市已有孵
化载体240家，其中，有21家国家级孵化器、68
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这些高质量发展的孵化
载体已经成为青岛高科技产业的重要产出地。
截至去年底，全市载体内累计在孵科技企业超
1300家；2016年至2022年期间，全市孵化载体
累计培育了1663家高企。

大约十年前，青岛曾在全国率先发文支持
孵化载体规模化发展。当时，“规模化”主要是
指物理空间的面积。目前，全市已认定孵化机
构总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随着时间的推
移，孵化载体的服务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物
理空间不再是其追求的重点，生态空间茁壮成
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选择。

市工研院的科技金融服务、天安数码城的
离岸孵化器建设、康复产业孵化器覆盖企业发
展全生命周期的资源供给能力、创联工场推出
的联合办公模式……现在，一个又一个“标杆
式”的头部孵化器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脱颖而
出，以更加丰富的活动形式、更加细致的创业服
务，加速孵化高新企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推
动全市孵化载体进入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

■“创新发展与产业政策解读”康复医疗企业
专题沙龙活动在康复产业孵化器举办。

■创联工场自带年轻、时尚的办公“气质”。

■环境优美的青岛天安数码城。

■橡胶谷一角。

■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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