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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业园区孵化器之创业教育功能的挖掘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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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 “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我国创业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高校创业孵化器的出现，为推动“产、学、研” 

一体化创造了环境与平台。针对我国创业园区孵化器只重视孵化绩效，忽视其“干中学”之功效的研究现状，通 

过对孵化器的明确定位，尝试挖掘其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并通过深化校区、园区、社区的 

联动创新机制，就如何进一步优化孵化器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双结合的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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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创业教育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将创业教育引入高等教育 

之中，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创业教育强 

调实践性、探索性、过程性以及体验性，亟需一个 

载体和平台为学生提供参与实践的机会。 早在 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强调要通过加强高校与孵 

化器的联结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高校创 

业孵化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其在孵化 

企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方面的功能愈益突出。 

在以往孵化器的发展历程中，多数的专家学者 

将孵化企业的成功率作为衡量孵化绩效的指标，而 

忽视孵化过程中其自身所发挥的对人的教育和培 

养功能。本文以挖掘与整合孵化器的创业教育功能 

为研究目的，将孵化器纳入到创业生态系统中，使 

其与专业教育对接，通过连接创业教育与创业实 

践，让学生在实践中提炼知识，内化知识，最终实 

现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提升。 

一、高校创业孵化器之创业教育功能的挖掘 

（一）孵化器的产生与发展 

与已经将创业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 

的美国相比，我国多数高校的创业教育仍未形成完 

整的社会体系以及教学研究体系，且教育层次的单 

一直接造成了我国学生通理论，乏实践，只会纸上 

谈兵的现状。孵化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这一创 

业教育困境。 

孵化器可以被用来广泛地形容那些帮助创业 

者开发创意，而后将创意商业化进而创立一个新企 

业的组织形式（European  Commission  Enterprise 
Directorate General,2002）。它是在 1956 年由美国纽 

约的约瑟夫•曼库索从一家入驻的养鸡公司启发下 

而提出的。在接下来的  20 年，随着高校成为其发 

展的温床， 孵化器这一概念缓慢起飞 （Smilor， Gill， 
1986）。20 世纪 80 年代，孵化器的功能主要集中在 

提供场地等基础设施方面。 

经过长期的发展，现代孵化器更加重视孵化过 

程，这意味着：①通过依靠现代化的通信技术，孵 

化器可以是虚拟的；②孵化器同样也很重视培训， 

指导和营造学习环境 [1] 。以硅谷模式为例，硅谷之 

所以受到广泛关注，除了其对社会科技进步和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它使大 

批学生在良好的孵化环境中得到了系统的创业训 

练 [2] 。由此可见，孵化器在以高校为主体的创业生 

态系统中，发挥了极其显著的创业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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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创业孵化器的创业教育功能定位 

有别于一般的企业孵化器，高校创业孵化器充分 

利用和依托高校所掌握的外部最新的国际信息动态， 

以及内部多学科交叉所产生的“美第奇效应” 
① 

（Medici Effect），发挥了其培养创新型企业与创新 

型创业人才的“双孵化”功能。鉴于此，我国高校 

创业孵化器得到了多方因素的支持与引导，并在孵 

化器个数、场地面积、在孵企业、在孵企业人数以 

及累计毕业企业数量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见表 
1）。这种量的积累也使得高校创业园区孵化器在企 

业孵化与人才培育方面取得了质的进步。 
2010年在第三次全国大学科技园工作会议上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份，我国认定的 

国家大学科技园已达 86 家，孵化面积达 829.3 万 

平方米，入驻研发机构和在孵企业 7  800 多家， 

各科技园在园创业大学生达  9  083 人，从业人员 

总计 29.48 万人，国家大学科技园累计有 15 家企 

业上市 [3]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从科技部、教 

育部首批认定的 22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到 2010年的 
86 家，我国大学科技园在“十一五”时期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在“十二五”发展的新时期，教育部与科技部 

提出了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创业孵化器对创新创业 

人才的培养。因此，随着大学创业教育实践的深入 

开展，要真正将孵化器纳入高校的创业教育体系， 

实现其人才孵育的功能，就必须对孵化器进行准确 

的创业教育功能定位。 
1. 资源整合基地 

高校创业孵化器整合了高校的人才资源、技术 

资源，政府的外部引导以及扶持政策，社会的公共 

资源等，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为学生提供了面向 

市场学习经营、管理等方面知识的机会和参加创业 

实践锻炼的平台，并为最终实现创新创业人才的培 

养创造良好的环境。 
2. 专家指导基地 

高校创业孵化器依托自身的孵化资源和孵化 

服务，集聚了大量的在管理、技术、财务等方面的 

专家，成功的创业企业家以及投资者。他们通过对 

园内学生的指导与培训，对创业流程的评估与反 

馈，以及对园内成功或失败案例的讲解与分析，培 

养学生创业所必备的技术技能与管理技能。 
3. 创业实践基地 

高校创业孵化器实现了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 

的对接。接受了创业教育的学生，在孵化器中参与 

企业发展的种子期、成长期与成熟期，切身体会企 

业发展的全过程，在不断积累和丰富创业实践经验 

的过程中，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提升理论的循 

环过程。 
4. 信息辐射基地 

随着现代化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为 

载体的高校创业孵化器形成了庞大的信息网络，并 

通过“信息链”向网络平台上的各个节点（创业者、 

在孵企业等）输送所需的信息技术以及各种形式的 

服务，以虚拟孵化和集群效应实现“官、产、学、 

研”的密切协作。 

高校创业孵化器在创业教育体系中的作用越 

来越受到重视。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法规， 

如《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关于国家 

大学科技园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以全面 

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管理 [4] 。 

二、发挥“联动机制” ，优化孵化器的创业教 

育功能

无论是美国的斯坦福科技园、英国的剑桥科 

学园，它们都承载着创业教育所弘扬的“求真务 

实”的精神，不断地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要进一步优化高校创业孵化器的创业教育功能， 

我国应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深化“三区（校区、 

园区和社区）联动”的创新发展，构建“产、学、 

研”一体化的网络体系，培养能够主动融入和服 

务地区经济、科技以及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见图 1） 

表 1 我国高校创业孵化器的发展现状 
②③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孵化器（个）  58  58  46  49  62  62  69  76 

场地面积（万平方米）  145  578.4  485.3  500.5  516.5  528  531  675 

在孵企业数（家）  2380  4100  5037  6075  6720  6574  6582  6581 

在孵企业人数（人）  51576  70855  69644  110240  136122  129000  210000  250000 

累计毕业企业（家）  720  584  1256  1320  1794  1958  2152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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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创业园区孵化器创业教育网络体系 

（一）园区与校区联动，充实创业教育体系 
1. 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对接， 强化学生的创业 

认知 

在高校创业孵化器中存在着大量的创业实例， 

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可以将其提炼成具有 

启迪性的教案，剖析成果的创意和原理，演示其生 

产制造或运营管理流程，把策划的思路和创业的历 

程整理成教案 [5] 。在案例中提炼理论，实现案例教 

学与理论教学的对接， 使二者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 

在丰富理论教学内容的同时，加强学生对创业过程 

的认知，并通过这样的直面教育，帮助学生汲取创 

业成功的经验，总结创业失败的教训。 
2. 创业活动与专业教育对接， 培养复合型的创 

业人才

国际上多数成功的高校创业孵化器，都是以其 

所依托高校的优势学科为建设主题，进行创业实践 

活动的。如  1970 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筹建的剑桥 

科学园就是发展的典型。剑桥大学在物理、计算机 

和生物科学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剑桥科学 

园内的许多高技术公司都是围绕一项或多项科研 

成果而诞生, 如西普数据公司、分光小系统公司和 

剑桥系统公司就分别衍生于剑桥大学的计算机实 

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 [6] 。 

这种专业领域与创业领域的自然衔接，一方面拓展 

和深化了优势学科的研究领域，使专业课程始终紧 

跟产业、社会的发展前沿，另一方面帮助学生通过 

实践内化专业知识，同时提升其理论知识转化为创 

业实践的能力。 
3. 教师与专家对接，感悟必备的创业技能 

要使孵化器真正实现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双结合的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教师素质水平的 

提高是必需的。我们应摒弃“纯理论”的单向授 

课，鼓励教师进行实际的创业实践（在园区内建 

立实验室、研究中心或自己创办企业），将教学地 

点由课堂转移到园区内的实践基地，使师生关系 

在业主与雇工、法人与员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 

转换过程中 [7] ，启发师生的创业思路，提升师生的 

实际操作技能。如英国剑桥科学园为了加强大学和 

企业的协作，在 20 世纪 70年代提出“大学教师中 

应有相当一部分人兼任企业的顾问和理事；大学工 

科教师 3/4 以上，工程技术学院教师 90%以上都应 

具有一年企业工作的经验” [8] 。当然，在鼓励教师 

“走出去”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执行专家（企业家、 

咨询师、创业投资家等） “请进来”的策略，让学 

生在“理论者”与“实战者”的双重指导与启发下， 

感悟创业必备的精神和能力，同时在掌握企业和社 

会最新发展动态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自适应性。 
4. 园区文化与校区文化对接， 增强学生的创业 

意识和创业勇气 
20 世纪 30 年代斯坦福工程学院的院长特曼教 

授，出资帮助他的学生休利特创办了惠普公司。在 

硅谷中，像惠普这样由在校学生创办的企业还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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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雅虎等。高校作为创业教育的主体，不仅要 

依靠其自身优势不断地培养高技术人才，更要以积 

极主动的方式鼓励与支持学生进入园区参与创新 

与创业，从而营造良好的创业风气和创业文化。 

此外，园区的文化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高校 

创业孵化器在整个投入—产出的动态转化过程中， 

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冒险精神和协作精神 

是必不可少的。高校创业孵化器应不断加强园区的 

文化建设，并实现与校园文化的成功对接，打造出 

“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优秀文化，使个体在实 

践中大胆创新，并在团队合作中，实现  1+1＞2 的 

群体效用最大化。 

（二）园区与社区联动，培养满足产业和社会 

需求的人才 
1. 孵化器与政府对接， 增强孵化器的人才培养 

力度 

高校创业孵化器作为创业教育的载体，承载着 

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功能。而创新创业人才 

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源泉与保障， 

因此政府应更加重视孵化器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功 

能，将孵化器量和效果直接挂钩，并制定优惠的政 

策，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学生创业，对学生创办的企 

业实行信贷、工商、税务等特殊政策，对于为学生 

创业实践提供风险投资的或其他便利条件的企业 

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政策 [2] 。美国政府以税收优惠 

和低利率贷款的方式，联合私人基金会、企业等其 

他机构加强对孵化器的金融支持 [9] 。而英国政府虽 

然没有专门为科学园制定特殊的政策，但其通过发 

表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商务机构的白皮书》，也明 

确提出政府政策应优先支持源于大学的新创科技 

型企业 [6] 。政府通过践行这样一系列的外部引导及 

体制创新等措施，在不断激发学生创业激情的同 

时，增强了个体及组织抵御风险的能力。 
2. 孵化器与加速器对接， 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 

展 

我国高校创业孵化器帮助学生解决了创业初 

期一个“从 0 到 1”的难题，但却往往忽视入孵对 

象的后续发展，进而导致其毕业后深陷“生存难” 

的尴尬境地。因此，我国应该不断加强高校创业孵 

化器与加速器的有效对接，使其在协同合作的过程 

中，实现入孵对象“从弱到强”的可持续发展，让 

创业者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提升自身 

的技术、管理以及市场运营能力，最终实现创业者 

和企业的协同发展。 
3. 孵化器与城市发展对接， 帮助学生找准创业 

领域的落脚点 

要最终实现创业者及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 

必须将高校创业孵化器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及优势 

产业进行对接。以上海为例，后世博催生的创意文 

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上海青 

年对创业领域的选择，据《上海青年发展报告》的 

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青年对创业领域的选择前三位 

分别为文化娱乐领域（19.4%） ，设计创意领域 

（14.1%） ，教育培训领域（13.5%） [10] 。因此，为 

了避免资源、经验有限的大学生盲目创业，我国应 

积极加强高校创业孵化器与整个城市布局的对接， 

帮助园区学生找准“落脚点” ，在培养学生创业精 

神与实践能力的同时，实现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三）校区、园区、社区的联动创新网络，激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高校创业孵化器以相关的组织机构为点，以双 

向流动的信息资源为线，有机组成了一个高效的创 

新网络。 
1. 组织机构的集聚 

高校创业孵化器作为创业教育的一个重要载 

体，其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集聚了高校、政府、 

企业、风投等组织机构，从而形成了一个缩小的、 

高效的网络系统。这一系统以“投入孵化产出” 

为运作模式，以“创新”“创意”为运作主题，以 

“官、产、学、研的有效对接”为运作手段，使学 

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其创意的灵感。 
2. 信息资源的集聚 

处于创新网络中的创业者可以通过参与展示 

会、研讨会、专题讲座等正式的接触方式，亦或是 

通过其他一些非正式的交往，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学 

者进行交流，掌握世界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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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成果和方法，然后将它们同市场反馈的信息 

紧密结合，通过这样的集聚效应和群体效应不断孕 

育新的创新思想 [11] 。 

三、结语 

以高校为主体的创业孵化器，是创业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实践内化创业知识与理 

论，最终使学生达到在“干中学，练中悟”的目的。 

正如 David A.Kirby（2004）所说，我们应该把孵化 

器看作是创业教育的实验室，把学习从课堂转移到 

孵化器中来，由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学习，由 

“理论主义”变为“实践主义” ，通过实战来更好 

地提升自身的创业精神与创业能力。由此可见，高 

校创业孵化器在孵育人才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实 

践价值和意义。因此，高校应不断完善其人才培养 

机制，政府也应该不断加强政策与体制创新，孵化 

器自身更应该进行明确的定位和观念的转变，认清 

创业人才培养这一目标的首位性，从而使高校创业 

孵化器更好地发挥其创业教育功能。 

注释： 

① 所谓“美第奇效应” ，是指人们立足于不同领域、不 

同学科、不同文化的交叉点上，将现有的各种概念联系 

在一起所爆发出来的非凡的创新思维。 

② 数据主要来源：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其中 2007年数据来源：耿战修.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 

与面临的新挑战[J].中国科技产业,国家大学科技园专 

刊,2008,(12). 

③ 从科技部网站中仅能获取 2008年、 2009年孵化器数据, 

场地面积、在孵企业数、在孵企业人数、累计毕业企业 

等数据基于历年数据运用平滑指数法、 回归预测法等方 

法推导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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