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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平台的过去与未来

具有行业特征的、以科技资源为基
础的垂直型创新服务平台，将逐步成为
各地政府、地产公司、行业龙头企业的
关注和推动重点，也将在中国创新创业
战略实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李广宇，吕文博，王祎枫，刘明明

中国的创新平台生态系统经过三十余年的不断建设累积，不管是从创新平

台的数量上看，还是从具体的汇聚能力上看，都称得上是成绩斐然。特别是近

几年，以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开放式创业载体作为新成员进入系统，更推动中国

创新平台发展驶入快车道，成为地产界、投资界、政府、企业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最新的数据，目前全国的众创空间已有4298家，企业孵化器3255家，企

业加速器超过4000家。而创业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其中技术人员和连续创

业者分别占到创业者总体的22%和16%（见图1）。

中国创新平台从起步之初即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基因。在过去的十几年

间，市场力量的逐步渗入，加上城市化推进、产业需求调整、政策环境更为开

放，创新平台的模式和形态开始延伸，出现了以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创新型载体

平台。尽管如此，创新平台的盈利模式和专业化的服务能级仍然尚未形成。

我们认为，未来创新平台还将不断演变、迭代，以科技要素资源整合为核

心的形态将快速成长，同时满足对接行业内领军企业、帮助技术创新型中小企

业快速成长这两大核心需求。需求导向性、产业资源导入能力为盈利模式和服

务能级带来新的解决思路。同时，这类创新平台的建设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更深

远的影响，也会吸引更多的科研机构、领军企业、投资机构等主体投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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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目前的创新平台初具规模，汇聚了多元背景的创业者

现阶段尚未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和专业化的服务能级

从1987年中国的第一个孵化器建设开始，政府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公益属

性较强，这一基因对后期创新平台影响深远。在之后的20余年里，中国孵化器

一般以企业创新中心、科技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大学科技园、创业园

等形式存在，归属科技部高新技术火炬中心和各地区科技部门、高新区等机构

管理，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对孵化器进行引导调节、促进网络化等

扶持手段，对入孵企业提供税收、进出口权等方面的优惠，提供创新基金以及

通过火炬计划给中小企业以政策扶持。

对这类创新平台，中央政府的期望是将科学技术成果产业化，提高成果转

化率，扶持科技创业企业。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对孵化器的扶持，培育新兴产

业领域，为区域经济发展增加新的驱动力，所以这时的孵化器被看作是新政策

实施和机构改革的试验田，是产业政策区的细化——载体政策区，即政府作为

运作主体，提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小环境，其服务对象主要为科技型创业

企业，不具备清晰的盈利模式。政府作为服务供应者，其专业性和深度也较为

有限。

随着孵化器有关优惠政策的逐步出台，孵化器投资和运作主体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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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领军企业、带有产业概念的地产开发和运营机构、具有产业用地存量的

制造业企业纷纷进入孵化器领域。特别是2015年“双创战略”提出以来，以

“众创空间”为代表的创新型创业载体，更是成为社会热点。

众创空间因具备共享经济、开放服务、投资驱动等特点，可以将创业要素

更高效地结合起来、将各类主体更好地连接起来。这种开放式的创业生态系

统出现后，业内人士认为3.0孵化器时代到来了。众创空间的表现形式非常丰

富，有偏重地产属性的联合办公型，如优客工场、SOHO 3Q、创客空间，也

有偏重投资属性的投资促进型，如3W咖啡、创新工厂，也有偏重服务属性的

培训辅导型，如联想之星。可以说，服务创新与创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

行业。

但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创新平台，盈利模式一直不清晰，或者说

成立后的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还没有来得及证明盈利模式是行得通的。更为重

要的是，这一类创新平台的服务对象，更偏重于围绕商业模式创新的创业类企

业，偏重的更多是创业，而不是创新。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创战略提出时正值“互联网+”风起云涌，这类业态

特征往往是消费驱动型创新，是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产业发展，这类创新型企

业正好属于广大众创空间的服务对象，同时这类企业在过去两年更受投资方青

睐，对孵化器特别是投资型孵化器来讲，更容易减轻运营压力。

偏重科技要素、以行业领军企业需求为导向、多元化主体参

与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将在中国创新创业战略中发挥更为重要的

作用。

首先是围绕大企业需求建立创新生态平台。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军企业本着

开放、共享的原则，加入到创新平台建设中来，成为平台经济的重要现象。如

何实现对内服务并保持适度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一个尚在不断探索和实践的

话题。围绕大企业需求建立创新平台，借助外部力量，帮助其整合资源、拓展

网络是解决之道。一方面大企业提出技术创新需求，可以帮助创业企业从设立

之初就确定方向、快速找到市场，创新平台的经济成效更快显现，同时大企业

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缓解创新平台的运营初期的投资压力，帮助其建立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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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灯塔项目”组织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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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盈利模式。

其次是聚焦“硬科技”领域、具备技术共享平台的创新平台。创新平台从

产业技术应用领域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是以往各类服务平台所不能比拟的。研

发机构、高校将是重要的参与者，除了提供试验设施和研发服务，它们往往也

是最新的技术成果的产生者，创新平台将提供高效的技术转化服务。科技型创

业，特别是硬科技创业企业，需要更多技术层面的专业化服务，大企业和研发

机构的参与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麦肯锡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灯塔项目，

就是基于此理念建立的具备技术专业化服务的创新平台（见图2）。

图2  麦肯锡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灯塔项目”组织结构示意图

最后，全球化网络的搭建，将更进一步深化创新平台的服务内涵。国际化

的视野有利于创新平台的各个参与方在技术研发领域保持敏锐的嗅觉，国际性

创新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也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麦肯锡在世界多个发展经

济体已经建立了创新平台，并基于此搭建了全球合作网络。未来我们还将不断

增加创新平台的全球布点，不断丰富这一全球网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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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麦肯锡在新加坡、德国、美国和中国开展了创新平台建设的合作项目

● ● ●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创新平台生态系统从无到有，成就瞩目。然

而，清晰的盈利模式和专业化的服务能级尚未形成。我们认为，以偏重科技要

素为核心、以行业领军企业需求为导向、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开放式创新平台，

将在中国创新创业战略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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