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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型网络 ＤＥＡ 模型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运行效率研究

———以辽宁省 ６４ 家孵化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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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科学评价并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效率ꎬ首次从孵化器内网络视角构

建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ꎬ引入孵化器总收入和有效知识产权数量作为中间产出ꎬ
运用关联型网络 ＤＥＡ(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模型ꎬ以辽宁省 ６４ 家孵化器为

例进行运行效率评价ꎮ 结果表明:辽宁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中存在资源配置不

合理及成果转化能力不足的问题ꎻ不同城市孵化器运行效率差异明显ꎻ国家级孵化

器运行效率明显低于省级和地市级孵化器ꎻ专业型孵化器资源配置能力优于综合

型孵化器ꎮ 据此提出了提高辽宁省企业孵化器运行效率的针对性建议ꎮ

关键词:科技企业孵化器ꎻ内网络ꎻ关联型网络 ＤＥＡ 模型ꎻ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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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企业孵化器内网络(以下简称“孵
化器内网络”)是“以一个特定的孵化器为分

析单元ꎬ孵化器和入驻其中的在孵企业ꎬ以及

在孵企业之间相互连结而成的网络” [１]ꎮ 借

助孵化器内网络ꎬ在孵企业与孵化器及其他

在孵企业可自主互动和合作ꎬ进而实现孵育

增值ꎬ达到快速成长并具备自主经营能力的

目的ꎮ 这一过程极具挑战ꎬ需要各参与主体

紧密配合ꎬ积极共享资源ꎬ并将其有的放矢地

嵌入孵化器孵化链条ꎬ同时配以宏观政策的

鼎力支持ꎮ
近年来ꎬ在一系列“双创”政策的支持和

激励下ꎬ辽宁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迅速发展并

取得了一定成绩ꎮ 据辽宁省科技厅统计ꎬ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底ꎬ辽宁省共有孵化器 １０８

家ꎬ其 中ꎬ 省 级 及 以 上 ５９ 家ꎬ 孵 化 面 积

１６０ 万 ｍ２ꎬ在孵企业 ３ ７７８ 家ꎬ累计毕业企业

３ ４７８ 家ꎮ 孵化规模的持续扩大增加了规范

管理的难度ꎬ孵化质量良莠不齐、区域经济促

进效果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ꎬ为究其原因ꎬ
必须评估现有孵化器运行效率(即产出成果与

其对应的系统投入的相对比例)ꎬ并从多角度

进行比较分析ꎬ由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

议ꎬ为政府宏观引导和规范管理提供依据ꎬ同
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孵化器建设提供参考ꎮ

一、文献综述

随着科技企业孵化器的飞速发展ꎬ国内

外学者在孵化器内网络及孵化器运行效率评

价方面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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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孵化器内网络研究方面ꎬＳＨＩＨ 等[２]

指出了孵化器的网络视域与其服务能力之间

的关系ꎬ以及在推动在孵企业交流合作、促进

在孵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ꎮ ＭＩＲＡＮＤＡ
等[３]揭示了孵化器内部建立的社会网络对

于促进有效沟通和知识共享的重要性ꎮ 张力

等[１ꎬ４]首次在国内提出了孵化器内网络的概

念ꎬ并分析了其增值机理ꎬ认为作为“服务提

供者”的孵化器和作为“服务消费者”的在孵

企业的互动和合作效率共同决定了合作产出

的质量ꎮ 王国红等[５ － ６]认为在孵企业是在特

定孵化场域内具有自主行为的平等角色ꎬ是
孵化器相关策略制定、执行的积极参与者ꎬ应
从内网络视角出发分析在孵企业成长的制约

因素ꎬ并在对大连双 Ｄ 港创业孵化中心进行

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孵化器情境下社

会资本影响在孵企业成长的理论模型ꎮ
在 孵 化 器 运 行 效 率 评 价 方 面ꎬ

ＲＯＧＯＶＡ[７]认为孵化器绩效的影响因素有

入驻企业数量、投资者和网络强度特征ꎮ
ＣＨＡＮ 等[８] 根据以往的研究ꎬ在评估框架中

确定并纳入资源共享、咨询服务、集群效应、
资金支持等 ９ 个标准ꎬ运用香港科技园区 ６
家科技创业企业的业务发展数据ꎬ从风险创

造和发展过程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了孵化器的

有效性ꎮ 相较于国外学者关注影响因素分

析ꎬ国内学者倾向以特定的决策方法评估孵

化器运行效率ꎬ主要包括灰色多层次分析

法[９]、３Ｃ 系统理论[１０]、变异系数法[１１]、主成

分分析法[１２]、随机前沿分析法 ( ＳＦＡ) [１３]、
ＤＥＡ 及聚类分析法[１４] 等ꎮ 其中ꎬＤＥＡ 方法

以其独特优势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ꎬ它可

避免由于事先设置权重造成的主观论断ꎬ近
年来应用较为广泛ꎮ 代碧波等[１５] 基于 ＤＥＡ
方法对东北地区 １４ 家国家级孵化器的运行

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ꎬ指出了提高孵化能力

和经济效益是改进效率的重要途径ꎮ 张建清

等[１６]构建了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ꎬ
结合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评

价结果ꎬ针对湖北省孵化器运行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ꎮ 仲深等[１７] 构

建了基于 ＳＢＭ 模型的两阶段网络 ＤＥＡ 模

型ꎬ将孵化器总收入作为中间产出ꎬ对我国

２９ 个省市自治区孵化器的运行效率进行了

评价ꎮ
综上所述ꎬ现有研究已初步考量了孵化

器内部运行机制ꎬ走出了“黑箱”阶段的单过

程分析ꎬ在孵化器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上取得了巨大成果ꎬ但仍有下列内容有

待完善: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尚未充分考

虑孵化器和在孵企业双向影响机制ꎬ忽略了

在孵企业在效率构成中发挥的作用ꎻ②研究

对象多为国家级和省级孵化器ꎬ缺少地市级

孵化器的运行效率研究ꎮ 因此ꎬ本研究将基

于孵化器内网络视角ꎬ在孵化器运行过程分

析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ꎬ并引入关联

型网络 ＤＥＡ 模型ꎬ对辽宁省 ６４ 家孵化器的

内网络运行过程进行充分拟合及效率分析ꎬ
并提出针对性建议ꎮ

二、孵化器运行过程分析及模型选取

１.孵化器运行过程分析

孵化器是包含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系

统ꎬ其运行过程可分解为初步转化、成果转化

两个阶段ꎬ初步转化阶段是系统资源投入及

配置阶段ꎬ孵化器和在孵企业通过一系列复

杂活动将该投入转化为相应产出ꎬ成果转化

阶段是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进行转化以实

现孵化的最终目的ꎬ是系统运行过程的关键

阶段ꎮ 从整体路径来看ꎬ初步转化阶段获得

的结果是成果转化阶段进行的前提ꎬ孵化器

运行过程具有明显的关联型两阶段特征ꎮ
(１)初步转化阶段:该阶段主要借助持

续的系统投入ꎬ以获取孵化器经济收入及在

孵企业创新技术ꎬ该阶段的运行过程如图 １
所示ꎮ

内网络视角下ꎬ孵化器系统的生产要素

投入可从人力、财力、物力三方面综合考虑ꎮ
人力方面主要包括管理机构从业人员、创业

导师以及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投入ꎬ前两者是

孵化器提供给在孵企业的投融资、管理、创
业、创新等方面的人员支持ꎬ后者是在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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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初步转化阶段运行过程

生产运营的实际操作者ꎻ财力投入包括研究

和试验发展(Ｒ ＆Ｄ)经费支出和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投资支出ꎬ其中ꎬＲ ＆ Ｄ 经费包含部分

孵化基金、在孵企业社会融资资金及自有资

金ꎬ其投入水平直接影响在孵企业的技术创

新能力ꎬ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投资额一方面与

Ｒ ＆Ｄ 经费共同反映技术要素投入水平ꎬ另
一方面ꎬ从平台建设角度看ꎬ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孵化器与在孵企业、
不同在孵企业之间互通互信的桥梁ꎬ为资源

共享及成果转化提供便利ꎻ物力方面ꎬ孵化器

场地面积是最基本的硬件服务ꎬ应作为主要

的评价指标ꎮ
初步转化阶段获得的结果应作为中间产

出发挥作用ꎬ直接决定能否继续进行下一阶

段的工作ꎮ 孵化器的经济收入是孵化器因其

服务提供行为获得的报酬ꎬ通过将其继续投

入下一阶段不断助力在孵企业实现产业化ꎬ
激发系统内生活力ꎻ在孵企业拥有有效知识

产权的数量代表了其技术研发和创造能力ꎬ
是在孵企业凭借自身实力和孵化器、其他在

孵企业资源支持而获得的技术成果ꎬ也是进

行产品制造和成果转化的前提ꎮ 此两项指标

的获取过程充分体现了系统成员间的互动和

合作ꎬ指标数值越大ꎬ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越强ꎮ
(２)成果转化阶段:该阶段主要在初步

转化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成果转化ꎬ实现在孵

企业经济效益及自主经营能力ꎬ同时不断扩

大网络规模ꎮ 这里所说的网络规模指的是在

孵企业网络维度[１８]ꎬ该阶段的运行目标可量

化为在孵企业总收入、当年毕业企业数量、累
计毕业企业数量和在孵企业数量 ４ 个指标ꎬ
具体过程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成果转化阶段运行过程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孵化器

运行效率ꎬ寻求效率提高途径ꎬ进而解决现存

问题的前提ꎬ因此ꎬ本研究首次基于内网络视

角ꎬ在剖析孵化器实际运行过程的基础上构

建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ꎬ创新地将孵化器

总收入和有效知识产权数量作为中间产出ꎬ
体系结构及指标提取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孵化器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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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联型网络 ＤＥＡ模型介绍

传统 ＤＥＡ 模型将生产系统投入产出过

程看作一个“黑箱”ꎬ忽略了系统内部运行过

程的分析ꎬ应用其进行评价时很容易产生偏

差ꎬ为了提高适用性ꎬ学者们对其进行了不同

程度的改进ꎮ ＣＨＩＡＮＧ ＫＡＯ 等[１９]基于固定

规模报酬提出的关联型网络 ＤＥＡ 模型能将

系统生产过程分解为前后相互关联的若干子

阶段ꎬ前一阶段产出即为下一阶段投入ꎮ
ＹＡＯ ＣＨＥＮ 等[２０]在此基础上考虑了规模报

酬可变的情况ꎬ对模型进行了完善ꎬ充分提高

了生产系统运行过程的拟合度以及效率评价

的准确性ꎬ本研究结合孵化器运行过程ꎬ选择

关联型网络 ＤＥＡ 模型进行效率评价ꎮ
在进行数据包络分析时ꎬ每一个孵化器系

统均可看作一个决策单元(ＤＭＵ)ꎮ 假设有 ｎ
个 ＤＭＵꎬ每个ＤＭＵｊ(ｊ ＝１ꎬ２ꎬꎬｎ)有ｍ 个初

始投入 Ｘｉｊ ( ｉ ＝ １ꎬ２ꎬꎬｍ)ꎬｑ 个中间产出

Ｚｐｊ(ｐ ＝１ꎬ２ꎬꎬｑ)及 ｒ 个最终产出Ｙｒｊ(ｒ ＝ １ꎬ
２ꎬꎬｌ)ꎬ对应的权重变量分别为 ｖｉ、ｗｐ、ｕｒꎬμｔ

ｋ

(ｔ ＝１ꎬ２)ꎬ表示规模无效对整体效率的影响ꎮ
第一步:计算整体纯技术效率 Ｅｋꎮ 使用

模型为

Ｅｋ ＝ｍａｘ∑
ｑ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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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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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Ｕｒ ＝ ｔｕｒꎬ μＡ
ｋ ＝ ｔμ１

ｋꎬ μＢ
ｋ ＝ ｔμ２

ｋꎬｔ ＝
１

∑
ｍ

ｉ ＝１
ｖｉＸ ｉｋ ＋∑

ｑ

ｐ ＝１
ｗｐＺｐｋ

ꎬε 为非阿基米德无穷

小ꎬ据此模型不但可求解孵化器整体纯技术

效率ꎬ还能得到各参数的最优值 ｖ∗
ｉ ꎬｗ∗

ｐ ꎬｕ∗
ｒ ꎬ

进而求解各子阶段效率ꎮ
第二步:计算各子阶段的纯技术效率值ꎮ

分别以 Ｅ１
ｋ、Ｅ２

ｋ 表示初步转化、成果转化阶段

的纯技术效率ꎬ使用式(２)、式(３)进行计算ꎮ

Ｅ１
ｋ ＝

∑
ｑ

ｐ ＝１
ｗｐＺｐｊ － μ１

ｋ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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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２
ｋ ＝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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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Ｙｒｊ － μ２

ｋ

∑
ｑ

ｐ ＝１
ｗｐＺｐｊ

(３)

三、辽宁省孵化器运行效率研究

１.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

依据关联型网络 ＤＥＡ 原理和构建的孵

化器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ꎬ对辽宁省科技

厅统计的 ２０１９ 年度孵化器运行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ꎬ选取 ６４ 家作为样本ꎬ进行综合及分

类研究ꎮ 包括国家级 ２９ 家、省级 １９ 家、地市

级 １６ 家ꎬ涉及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

务、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１０ 个产业ꎮ 样本具

有代表性ꎬ能充分反映辽宁省孵化现状ꎮ 样

本评价指标的特征如表 １ 所示ꎬ数据表明辽

宁省孵化器发展中两极化现象严重ꎬ不同孵

化器运行情况有明显差距ꎮ
表 １　 样本评价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管理机构从业人数 / 人 ２００. ００ １. ００ １９. ５６ ８. ５０
创业导师人数 / 人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０. ７７ １. ５０

在孵企业从业人数 / 人 ８ ３８５. ４６ ６. ００ ７７７. ３３ ４９２. ８５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投资额 / 万元 １ ３５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７. ０９ ７０. ００

Ｒ ＆Ｄ 经费支出 / 万元 ６ １５３. ５０ ０. ００ ７７２. ３４ ３３２. ９０
孵化器使用总面积 / ｍ２ ２８７ ８７０. ００ ２ １２３. ００ ３１ ２４８. ０８ ２ ６７３. ００
孵化器总收入 / 万元 ２５ ０４６. ００ １. ９４ ９６０. ７４ ３１３. ３０

拥有有效知识产权数 / 个 ３３２. ００ ０. ００ ４８. ６９ ２０. ５０
累计毕业企业数量 / 个 ３９. ００ ０. ００ ７. １４ ４. ５０
当年毕业企业数量 / 个 ３２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４. ６６ ４１. ５０

在孵企业数量 / 个 ４１９. ００ ２. ００ ５８. １１ １０. ００
在孵企业总收入 / 万元 ９１ １２５. ９６ ０. ００ １３ ４３５. ５５ １０ ３８９.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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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评价结果与分析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计算得到 ６４ 家孵化器

整体运行效率和各子阶段效率ꎬ在定量分析

基础上ꎬ对评价结果进行定性分析ꎮ
(１)从总体水平看

由表 ２ 测算结果可知ꎬ６４ 家孵化器整体

运行效率均值为 ０ ５７３ ２９ꎬ３１ 家高于平均水

平ꎬ占总数的 ４８％ ꎬ初步转化、成果转化阶段

运行效率均值分别为 ０ ６８８ ４５ꎬ０ ５０３ ０１ꎬ成
果转化阶段运行效率过低是整体效率偏低的

主要原因ꎬ是效率提升的关键环节ꎮ 结合样

本数据和年度报告不难发现ꎬ辽宁省孵化器

倾向于通过增加供给侧投入实现产出增量

化ꎬ但应当意识到一味地增加投入并不能获

得最佳投产比ꎬ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ꎬ降低运

行效率ꎬ且部分孵化器和在孵企业不够重视

技术创新ꎬ研发创造相关投入不足ꎬ导致创新

成果数量欠缺ꎮ 成果转化阶段运行效率低下

则是由产出不足引起的ꎬ表明辽宁省孵化器

系统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有待提高ꎬ转化

路径和方向有待进一步明晰ꎮ
表 ２　 辽宁省 ６４ 家孵化器整体运行效率

阶段 Ｅｋ Ｅ１
ｋ Ｅ２

ｋ

均值 ０. ５７３ ２９ ０. ６８８ ４５ ０. ５０３ ０１

　 　 (２)从不同级别看

由表 ３ 可知ꎬ辽宁省孵化器运行效率按

级别由高到低依次递增:国家级 < 省级 < 地

市级ꎬ这是由于孵化器运行效率是产出成果

和相应投入的相对比例ꎬ不取决于资源总量ꎮ
其中ꎬ初步转化阶段运行效率是影响国家级

孵化器整体运行效率的主要原因ꎬ省级和地

市级孵化器运行效率受成果转化阶段影响较

大ꎮ 国家级孵化器综合实力强ꎬ市场竞争优

势明显ꎬ加之国家相关政策支持ꎬ现有资源及

相应产出数量多、质量高ꎬ其运行效率最低的

主要原因是投入过剩ꎮ 排名第二的省级孵化

器两阶段运行效率均值分别为 ０ ７６６ ４５ꎬ
０ ６００ ６３ꎬ投入过剩问题较之国家级孵化器

有所缓解ꎬ但仍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成果转

化能力不足等问题ꎮ 而地市级孵化器由于成

立时间短、自身实力弱、缺乏品牌效应等原

因ꎬ资源投入和产出数量较少ꎬ且科技成果转

化渠道单一ꎬ市场化能力不足ꎬ其初步转化阶

段效率值为 ０ ８４２ ８２ꎬ说明地市级孵化器初

步转化阶段投入产出相对比例较为理想ꎬ数
量上仍需大幅提高ꎮ

表 ３　 不同级别孵化器运行效率

级别 Ｅｋ Ｅ１
ｋ Ｅ２

ｋ

国家级 ０. ３２８ ２０ ０. ５５２ ３７ ０. ５９１ ５４
省级 ０. ７６３ ２１ ０. ７６６ ４５ ０. ６００ ６３

地市级 ０. ７９２ ８０ ０. ８４２ ８２ ０. ２２７ ７７

　 　 (３)从不同地区看

辽宁省孵化器多集中在沈阳和大连两

市ꎬ占总数的 ７５％ ꎬ孵化环境较之省内其他

城市更优越ꎬ创新活跃度更高ꎬ区域合作和竞

争力更强ꎮ 由表 ４ 可知ꎬ总体来看ꎬ沈阳市孵

化器成果转化阶段效率较高ꎬ大连市孵化器

初步转化阶段效率较高ꎬ这是因为这两个城

市国家级和地市级孵化器数量均占半数左

右ꎬ其中ꎬ沈阳市国家级孵化器占该市总数的

５６％ ꎬ大连市地市级孵化器占该市总数的

４６％ ꎮ 除沈阳、大连以外的其他城市孵化器数

量较少ꎬ且多为国家级和省级孵化器ꎮ 鞍山、
铁岭等沈阳周边城市初步转化阶段运行效率

良好ꎬ但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不足ꎬ这些城市

在一定程度上受沈阳地区孵化生态的辐射ꎬ
应继续寻求区域合作机会ꎬ提高成果转化能

力ꎻ锦州、阜新等辽西北地区和处于辽东的丹

东地区初步转化阶段运行效率普遍低下ꎬ资
源配置能力弱是突出短板ꎻ营口市在低初步

转化率的条件下成果转化效率仍能达到１ꎬ
表 ４　 不同地区孵化器运行效率

地区 Ｅｋ Ｅ１
ｋ Ｅ２

ｋ

沈阳 ０. ４７４ ２２ ０. ６０５ ３４ ０. ６２１ ２４
大连 ０. ６３６ ５９ ０. ７８０ ０８ ０. ３８１ ９７
鞍山 ０. ７３１ ９４ ０. ７８７ ７９ ０. ５５１ ７５
抚顺 ０. ６６６ ２０ ０. ６６６ ２０ ０. ０８８ ７０
本溪 ０. ２３４ １５ １. ０００ ００ ０. １０６ ８２
丹东 ０. ４７６ ３６ ０. ４７８ ９７ ０. ７１６ １２
锦州 ０. ４７４ ３５ ０. ４７７ ７８ ０. ５８８ ０９
营口 ０. ２００ ９２ ０. ２１５ ３１ １. ０００ ００
阜新 ０. ３５５ ６８ ０. ４２２ ７７ ０. ６１５ ５１
辽阳 １. ０００ 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
盘锦 １. ０００ 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 ０. ５０２ ４９
铁岭 ０. ４７４ ４５ ０. ５０１ ０２ ０. １４０ ０５

葫芦岛 ０. ２８０ ６４ ０. ３０１ ０１ １. ０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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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印证了高投入不一定等于高产出ꎻ运行

效率最高的是辽阳和盘锦两地ꎬ整体效率均

为 １ꎬ其中ꎬ辽阳地区不同阶段效率值也达到

１ꎬ能够实现投入产出相对平衡ꎮ
(４)从不同类型看

按不同类型进行分类统计ꎬ得到 ６４ 家孵

化器运行效率均值(见表 ５)ꎮ 整体来看ꎬ专
业型孵化器和综合型孵化器整体运行效率值

分别为 ０ ５６３ １６ꎬ０ ５８０ ２２ꎬ综合型孵化器运

行效率较高ꎬ但二者差距不大ꎮ 从不同阶段

来看ꎬ二者初步转化阶段运行效率均高于成

果转化阶段ꎬ专业型孵化器初步转化阶段效

率值更高ꎬ综合型孵化器成果转化阶段效率

值更高ꎮ 从初步转化阶段看ꎬ专业型孵化器

能够聚焦其从事的专业领域ꎬ吸纳优质资源ꎬ
内部在孵企业多处在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ꎬ
信息交流和合作共赢的机会增大ꎬ且有利于

合理进行资源拼凑及资源配置[１８]ꎬ这是综合

型孵化器无法比拟的优势ꎮ 但成果转化阶段

测算结果表明ꎬ专业型孵化器运行效率较低ꎬ
可能是在孵企业和毕业企业数量上的劣势造

成的ꎮ
表 ５　 不同类型孵化器运行效率

类型 Ｅｋ Ｅ１
ｋ Ｅ２

ｋ

专业型 ０. ５６３ １６ ０. ７４７ ０１ ０. ４２３ ６６
综合型 ０. ５８０ ２２ ０. ６４８ ３８ ０. ５５７ ３０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根据辽宁省 ６４ 家孵化器整体运行效率

和各子阶段运行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ꎬ可得

到如下结论ꎮ
成果转化阶段运行效率低是影响整体效

率值的主要原因ꎬ同时ꎬ初步转化阶段运行效

率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ꎬ说明辽宁省孵化器

普遍缺乏合理的资源配置能力以及良好的技

术创新能力ꎬ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高ꎮ
通过分地区、分级别、分类型效率比较发

现ꎬ省内不同城市孵化器发展存在一定差异ꎻ
地市级孵化器整体运行效率最高ꎬ其次是省

级ꎬ效率最低的为国家级孵化器ꎻ专业型孵化

器资源聚集及配置能力优于综合型孵化器ꎮ
２.建　 议

(１)优化资源配置ꎬ引导孵化器合理分

配和使用资源ꎮ 一方面ꎬ鼓励省级和地市级

孵化器引进优质孵化器的成功管理经验ꎬ并
定期开展培训以提升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ꎬ培养“懂孵化、明创业、会管理、重
创新”的高素质从业人才队伍ꎬ为其快速发

展提供高水平的管理人才保障ꎬ同时ꎬ引入行

业专家和成功创业者组成创业导师团队ꎬ为
在孵企业研发、运营提供专业化帮助ꎻ另一方

面ꎬ引导天使投资加强对省级和地市级孵化

器及其内部在孵企业的扶持ꎬ鼓励合理扩张

孵化场地ꎬ为系统运行提供必要支持ꎮ 如何

引导孵化器(特别是国家级孵化器)合理配

置资源是资源成功获取后的又一难题ꎬ鼓励

其综合考虑不同种类资源的特性和作用ꎬ结
合优质孵化器的经验ꎬ不断优化资源分配方

案以寻求最佳配比ꎬ不但能提高初步转化阶

段运行效率ꎬ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管理和

规划ꎮ
(２)鼓励技术研发和创新ꎬ拓宽成果转

化渠道ꎮ 针对辽宁省(尤其是居于沈阳和大

连两市的)部分不重视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和

在孵企业ꎬ引导其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ꎬ提供

技术交流和培训学习的机会ꎬ不断提高省内

科技人员综合素质ꎮ 同时ꎬ鼓励其增加技术

研发投入ꎬ加大政策供给和各级财政资金扶

持力度ꎬ首先确保沈、大两市的科技成果质量

和数量ꎬ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ꎬ充分发

挥沈阳省会城市和大连沿海城市的优势ꎬ集
中力量促使优质科技成果走出去ꎬ寻求跨省

份、跨国界的合作机会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

树立良好口碑ꎬ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ꎮ 引导

沈、大两市将其对外交流中获得的成熟技术

和前沿信息在省内共享ꎬ一方面寻求技术突

破上台阶ꎬ提高在外威信ꎬ另一方面带动其他

城市孵化器发展ꎬ如引导鞍山、铁岭等城市共

享沈、大两市成果转化渠道ꎬ或者与两市孵化

器合作ꎬ进而提高其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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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沈、大两市优质资源及资源配置经验向辽

西地区城市输送ꎬ使其初步转化阶段运行效

率值至少达到 ０ ５ 以上ꎮ 以此来实现以典型

树品牌ꎬ省内省外联动发展ꎬ提高孵化器整体

运行效率ꎬ创造全省孵化新动能ꎮ
(３)加大地市级孵化器扶持力度ꎬ促进

投入产出数量双向提高ꎮ 地市级孵化器运行

状况不佳是辽宁省孵化器建设的突出短板ꎬ
如何在维持投入产出相对平衡的条件下ꎬ提
高其资源获取和产出能力进而改善整体孵化

环境是亟需解决的问题ꎮ 因此ꎬ政府责无旁

贷ꎬ必须发挥好牵线带头作用ꎬ一方面ꎬ为地

市级孵化器搭建培训学习的平台ꎬ促进有实

力的省级及以上孵化器和地市级孵化器加强

合作交流ꎬ引导省级以上孵化器部分冗余资

源向地市级孵化器流动ꎬ营造强者带动弱者ꎬ
弱者紧跟强者的孵化氛围ꎬ真正实现资源充

分利用ꎻ另一方面ꎬ在跨区域合作中充分考虑

地市级孵化器的特点ꎬ促进其在参与合作中

快速获取经验ꎬ提高自身实力和影响力ꎬ不断

向省级孵化器迈进ꎮ
(４)引导综合型孵化器结合产业特色ꎬ

向专业化方向升级ꎮ 在新经济、新形式以及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ꎬ专业型孵化器已经成

为孵化器发展的趋势ꎬ有必要引导辽宁省综

合型孵化器聚焦先进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

能、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产业及

辽宁省特色产业进行转型升级ꎬ并根据项目

需求研究如何围绕产品研发、产品试验、产品

成型、产品市场、产品融资等更前端的服务需

求ꎬ提供细致而又持续的支持与服务ꎬ使自身

具备特色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特性ꎮ 同

时ꎬ针对现有专业型孵化器产出不足的现状ꎬ
结合其所处的不同领域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方

式ꎬ涉及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ꎬ引导

其稳把技术关ꎬ涉及新材料、现代服务、生物

医药等领域的ꎬ引导其稳把质量关ꎬ首先确保

在市场上站稳脚跟ꎬ再进一步扩大转化渠道ꎬ
提高产出水平ꎬ进而提高专业型孵化器整体

运行效率ꎬ促进产业集中、集聚、集约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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