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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这块创新创业的土壤上，不需要关系，

不需要背景，一批创新型孵化器与传统孵化器并立，

正为新一代创业者的勃勃雄心寻找安放之处。进军

科技创新“特区”，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千方

百计降低创新创业成本，上海浦东不断创新实践，欢

迎全球“创客”来实现“奇思妙想”，未来有望逐步成为

全球创新创业者的乐园。

灯火闪烁，车水马龙，迤逦的黄浦江在这里拐了

一个近 90 度的大弯，陆家嘴高耸入云的环球金融中

心就屹立在这里。这里,鳞次栉比的高楼，现代化的

玻璃幕墙，弥散在这些的庞然大物和黄浦江上升腾的

雾气中的，正是资本的味道，空气里飘荡着万众创新

的气息。

上海市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是最早，也是发

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浦东发展孵化器已近 20年,目前

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8 家，市级 36 家，市级以

上孵化器数量占全市总数的近两成；在孵企业 1600

多家，占全市 39%。浦东作为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的核心区域，其高密度的科技孵化器集群正经历

着转型升级的蜕变。以浦东软件园为代表的老牌孵

化器探索改革、造血重生；IC 咖啡、创客邦博济园等

新生创客空间默默兴起、方兴未艾。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头。上海

正紧锣密鼓布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浦东要有所作为，在先行先试上发挥作用，努力成为

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浦东面临的经济发展新

常态，既有全国面上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浦东自己

的个性特征。”上海市委常委、浦东区委书记沈晓明指

出。

浦东的个性鲜明：以专业化、市场化重塑传统孵

化器，以国际化、精准化接纳民间创客空间，浦东的创

新创业正万马奔腾。

更新提升、全副武装，跳出物理禁锢
——看传统孵化器如何转型

在风口之上，会掉下来的“猪”会有多少？一份好

项目书即可享受低租金、免水电、多项外部服务、拎包

入住，脱胎于美式车库的孵化器成了不少创业者们首

选的创意试车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散落在浦东

的大大小小孵化器战功卓越：目前浦东孵化器累计毕

业企业 416 家，涌现出一批以复旦张江、微创医疗、展

讯通信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

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浪袭人，对于站

在大潮另一边的传统孵化器，尤其是浦东软件园孵化

器、张江药谷等一批拥有 20多年历史的国有孵化器，

却颇有压力：拥有产业、服务、资源等集聚优势，但面

临创业融资渠道不畅、天使投资、股权众筹的引入滞

后于创新创业浪潮等传统体制瓶颈。

在这个“有为才有位”的时代，不进则退，不及时

转型，跟不上新形势的创新思维，就面临被“边缘化”

了的风险。在这个迅速进入以“投资+孵化”为主的

新型孵化器 3.0时代，无论是主动还是“倒逼”，传统孵

化器的转型既艰难又充满了新生的喜悦。

专业化，精准按需

在上海的 IT 创业圈内，浦东软件园名气不小，被

称为 IT领域创业的“黄埔军校”。

从这里走出的企业，有紧跟云计算大潮的七牛公

司、被科技投资争相追捧的杰图网络和安洁士石油等

技术型公司，因一张张“个性脸”而迅速走红网络的暴

走漫画等创意型企业。如今，100 余家这样的“创客”

在这里安营孵化。

作为全国最早的软件园区之一，浦东软件园目

前既是 600 家 ICT 企业的集聚地，也是众多新兴技

术的发源地，汇聚有 4 万余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作为国家级的优质孵化器，浦软孵化器共拥有 3 幢

孵化楼，约 3 万平方米，近乎“满员”。面对每个月 20

至 30 家的入园申请，经过严格筛选最后成功入孵的

只有三四家。

有限的物力资源“捉襟见肘”。孵化平台能不能

参考“淘宝”呢？通过网络串联起创业企业，打造“线

上+线下”的创新创业新空间，扩展有限的物理空间

至无限的互联网络。

今年 5 月，浦软提出“浦软创业+”5 年行动计划，

推出在线孵化平台，涵盖了在线入孵、基础服务、招聘

对接、市场推广以及活动管理五大模块。创业项目的

路演、入孵审核、企业的工商注册、法律服务以及人才

招聘、产品发布与推广等一系列孵化器功能都将网络

化实现。“在线孵化平台不仅在服务上不输于实地孵

化器，更是突破物理空间的桎梏！”浦软孵化器总经理

胡萍介绍说。创业者也不用再为办公场地而奔波，甚

至真正实现“在家创业”的新业态。

线上孵化平台与新建的线下孵化器融合，最终形

成浦软的“O2O创业基地”。

“浦软有 60%都是中小企业，对小微企业而言，在

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站在它的角度去思考它需

要什么。”从小鸡的角度看母鸡，浦东新区科委主任唐

石青的“小鸡理论”深入人心，“服务小微企业，可以从

很细节的方面提供服务。”与其摊开大饼，不如深耕细

节。服务小微企业，我国的专业化服务尚有欠缺。

创新模式鼓励孵化器突破融资藩篱。老牌孵化

器浦软引进社会资本和市场化投资基金，打造“种子

基金+天使投资+股权融资”多层次创业融资服务体

系，计划 5 年内园区创业企业融资规模预计超过 100

亿元。“园区创业金融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

走出自己“一亩三分地”，不断谋变创新，探索多

种服务模式。面向创新前端，整合资源，在体制上更

加灵活，对互联网+的现代化新形势做适应性改变乃

至改造。浦东，传统孵化器开始了“更新升级”。

市场化，功能造血

“在张江药谷，背着书包，带着点子，就能创业

了。”辞去中科院工作的李帅，没有资金，缺少设备，凭

着满腔热血和一身本事，来到浦东，开始自己的原研

药之梦。

离浦东软件园一街之隔，就是张江药谷。对很多

生物医药界人士来说，这里是通往梦想的天梯。

一项调研表明，张江已成为全球生物医药研发机

构、人才最集聚的地方。我国食药监总局每批准 3个

一类新药，就有 1个来自张江；连续几年，张江从国家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中拿到的经费占全国 1/3；张江企

业申报新药的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倍。

这家老牌孵化器也有着自己的苦恼。浦东的孵化

器70%以上属于国资，这些孵化器大多没有投资功能，

这就使得孵化器跟团队没有关系，导致其发展既没有

动力也没有危机感。尽管多数在孵企业产业往往存在

资金短板，阻碍了奔向市场的速度。孵化器急需突破

融资藩篱，搭建“投贷孵”平台，助力转型升级。

2011年，张江药谷平台经过重组改制成为上海张

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随后增至 500万元，孵化面积从 1万余平方米扩展到 4

万余平方米，放大了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的资

质效应。更重要的是，张江药谷平台开始通过投资分

享企业成长成果，减少对政府投入的依赖、兼顾功能

性与市场化运作，实现自我“造血”。

张江药谷开展“朝阳基金”生物医药领域的早期

风险投资业务，对具备成长潜力的初创企业进行投

资；2013年成功完成对优秀项目塔瑞莎公司 500万元

的早期风险投资，实现该基金早期风险投资零的突

破、生物医药项目零的突破。此外，联合和引领 20多

家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开展对接，累计帮助 10

家创业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总额超过 1.5亿元。

与此同时，民营孵化器也在进行改变。上海张江

移动互联网孵化器属于上海最早的一批民营孵化

器。孵化器投资方——上海莘泽创投管理公司总经

理曲奕介绍，“持股孵化”是莘泽的最大特色，只要入

驻孵化器里的企业项目好，就对它投资，获得部分股

权。在目前入驻孵化器中的 80 多家企业中，莘泽已

经投资了其中 10多家。

新的经济环境、大产业环境、产业链上下游的生

态模式，都在主动或被动的产生着变革和重构。打破

传统的思维的挑战，重新思考定义自身角色,打破“围

墙”，走出自己的孵化楼宇,体制内的传统孵化器需要

更多的勇气和突破。

从一个创新点子到一种可能
——创客为啥爱来浦东？

中关村的咖啡正浓，深圳的智能电子自成一派。

同为高新区、孵化器云集的浦东又有何“独门秘籍”？

张江地铁站人流熙熙攘攘，位于传奇广场三楼的

IC 咖啡却不同往日，门口竖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歇业三天”。推开虚掩的门，飘着浓香咖啡味的馆里

变了样：十几张工作台上，堆满了电线、电池、电缆等

配件；几十名创客埋头制作着各自的作品；6 台 3D 打

印机也在不停地工作着，一些塑料制成的配件陆续

“出炉”……为了在 48 小时内制作出参赛作品，有的

创客甚至吃饭睡觉都在 IC 咖啡内解决。饿了就吃点

饼干、泡碗方便面，困了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原来，

6 月 8 日，第二届“共创未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上海选拔赛举行，这里变为大赛的分会场，IC 咖啡成

了创客们临时的家。近 300 名创客花了两天时间制

作出了 40多件创新作品。

“IC 咖啡成立的初衷就是做圈子。”IC 咖啡董事

长、发起人之一胡运旺说，“IC 产业中，大家都‘闷头’

搞技术，作为上游的芯片电子、中游的芯片与下游的

硬件之间互动交流很少，三者之间的需求和信息甚至

出现了脱节与偏离，这也导致了中国电子整机受制于

欧美芯片公司。”

IC 咖啡搭建了“芯片人”交流的平台。400 平方

米的咖啡馆里，一场场行业沙龙常常爆棚，而像这样

的日常沙龙去年办了不下 300 场。如今，小有名气的

IC 咖啡吸引着更多的创客：不仅是全国，乃至是世界

各地的 IC 人路过上海时，都会慕名走进 IC 咖啡，来

感受一下这个圈子的魅力。

资源效益不断溢出。IC 咖啡聚拢了一大批专业

人士，无论是企业长期的战略规划，还是眼前的技术、

资金问题，IC 咖啡都可以为创业者迅速“对症下药”。

“IC咖啡就像‘家教中心’，初创企业需要‘补哪课’，它

就能精确召集到一线‘教师’，手把手教你创业。”胡运

旺说。张江千亿级IT产业集群优势开始凸显。

政府也参与进来，浦东科委租下了 IC 咖啡旁

300 平方米的场地交由 IC 咖啡运作，成立浦东创客

中心芯家园。芯家园将能够同时容纳 12—15 个初

创团队入孵，IC 咖啡的孵化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胡

运旺看来，IC 咖啡芯家园要成为高科技产业链的集

散地，乃至形成一个辐射全国、放眼世界的华人信息

产业创新网络，让 IC 产业链每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

伙伴。

3年间，IC咖啡已经陆续走出超过 50个成功的创

业团队，明星项目包括高精度工业级桌面型 3D 打印

机、全球首款便携式高清虚拟现实眼镜等等。

专业运作，建起资本与创客之间的桥梁

创客因为兴趣而创新，其创新潜力巨大。作为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域，浦东正不遗余力地鼓励、

支持创新。浦东推出的首家由政府“买单”的、针对初

创企业免费开放的公益性创业苗圃——“浦东创客中

心”，日前正式开业。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政府之手”躲在了幕后。

站在台前的，是两家拥有较丰富天使投资以及初创企

业孵化经验的“运营商”——IC 咖啡芯家园和博济创

客邦。这两家“运营商”与浦东新区科创中心——一

家隶属于浦东新区科委的新机构进行“合作”，合作模

式是，政府方出资建设创业苗圃，两家市场化专业机

构负责苗圃孵化培育体系的建设和运营。对此，唐石

青表示，“交给市场运作是基于效率和市场的选择，并

希望以此推动国资孵化器的改革。”

不需要任何额外费用，只要你有创业“金点子”，

你就可以背着双肩包、带上笔记本电脑在上海浦东拥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间。在博济创客邦，最初的三

个月创业团队都会配备两名专业导师。平台除了邀

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在企业管理、行业分析、团队组

建方面提供指导之外，还会邀请投资人帮助创业者梳

理商业模式。等到创业者进入实际市场运营阶段，这

里又可为入驻的创业团队提供投资、知识产权申报、

品牌推广、人才招聘等全方位服务。

“我没想到，政府最终会决定拿出 300 万元来，

让我们自己决定怎么花。”博济创客邦创始人，年轻

的叶明霞觉得，上海浦东的官员“放权”更到位，“他

们从不干涉我们的孵化方案，从不给我们下达指

标。投了 300 万元，却从没提过一句‘目标孵化多少

企业’。企业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权，以发自内在的激

情去运营管理。”

破除体制机制之困，用市场的力量打通创新资源

隔阂。开放就有活力，放开就是支持。唐石青说，用开

放的心态吸引社会各界各种机构到浦东来发展各种类

型、各种阶段的孵化器，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其

中，改制原有公共服务平台，释放活力，造血再生。

激发出创新创业的活力，离不开市场的力量，民

营企业也登上了主战场。

前不久，沪江网宣布推出首个蚂蚁创客空间，“招

揽”互联网在线教育创业者。据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

会副主任王维刚透露，张江管委会已计划与沪江网共

建 5000 多平方米的“创客空间”。沪江网已牵头成立

了两个基金：5000 万元规模的蚂蚁雄兵天使基金和 3

亿元规模的互元基金，并推出“零租金”入驻孵化器模

式，向创业者传授互联网教育经验，提供创业课程培

训，还将提供法律、财务咨询。目前，已有近 60 个创

业团队准备进入，接受孵化。

据浦东新区科委负责人透露，天使投资和前置孵

化将成为浦东科创中心建设未来的一个“发力点”。

此前，新区科委调整修订了孵化器操作细则，对开展

小额股权融资业务和小额贷款担保业务的孵化器给

予资金资助。去年年底，一家创投公司对两家在孵企

业进行了共计 217 万元的股权投资，带动企业获得风

投 4000多万元。

借此，新区科委希望引导和推动各类风投机构、

知名天使投资人在科创园区兴办孵化器。据悉，目前

新区政府还在积极探索研究在浦东设立政策性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的可行性方案，“在民间天使投资暂时

缺位的情况下，通过政策性‘天使’，明确引导作用，鼓

励民间资本踊跃参与。”

与资本市场对接，浦东占有先天优势。陆家嘴，

国际资本逐鹿，不久前，浦东新兴金融启航基地启动，

首期使用面积达 1.3万平方米，直接面向互联网金融、

对冲基金等创业型新兴金融机构。孵化器资本短板

有望解决，大大提升在孵企业奔向市场的速度。

国际化中融合，打造理想的“创业者国度”

落户在浦东长泰广场 C 座 11 楼的太库上海众创

空间宣布开业。这是一个致力打造全球联动的国际

化创新孵化平台。从太库上海即将落户到开业，创业

者们组团考察提请入驻。是什么吸引了创业者？原

因之一就是太库上海为创业者插上了产业化的翅膀，

而且它不仅立足国内，还布局全球。

“创业是否还处于风口之中？”“创业让我欢喜让

我忧”“粗放创业 out 精益求精来袭”，在一幅幅绚烂

的 PPT 大屏幕面前，太库孵化器 CEO 黄海燕拿着话

筒，在偌大的开幕式台上激情演讲。黄海燕在张江

已有 15 年了，作为张江孵化器创始人，她去年 7 月

28 日离开了体制，用她的话说，“更自由、开放，对结

果负责”。

黄海燕说太库的最大优势是全球联动的创新资

源。“我们将在北京、上海、深圳、河北、硅谷、首尔、特拉

维夫、德国等地建立孵化培育体系，形成‘全球网状连

锁’，打破国界束缚，形成节点交互，整合创新发展要

素，汇聚国际高端资源，与全球的产、学、政、金、研等领

域的创新要素紧密合作，同步线上线下网络平台，突破

地域与空间限制，为创业者提供从创业第一步到每一

步的全方位支持，打造真正的‘精益创业’平台。”

在黄海燕的规划中，太库将成为每个创业者心目

中理想的“创业者国度”。而对于浦东新区来说，新开

业的太库，与其说是孵化器，其实更像一个在整个创

新创业链上的重要节点，它将国际上的创新资源引入

浦东，同时，将浦东好的适应国际化的创新资源推向

国际市场。这样就使得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

的国际视野。

“浦东要努力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区，

就应该具有国际视野，聚集全球资源，参与国际竞

争。现在我们说浦东要打造全球资源配置节点，这也

包括创新资源的配置。”唐石青说。

“从两方面理解，水平的维度上是‘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垂直的维度上是国际影响力。”在唐石青看

来，前者指量，后者指高度。从孵化器来说，若只是铺

开面积、广泛撒网做数字工作，“全球影响力”从何而

言？规划、布局、摸索，浦东孵化器的每一步都要紧紧

踩中“痛点”。

联动全球的创新资源，在不断融合中提升综合能

力；找准全球创业的“台风口”，在不断融合中进入“全

民创客”时代。据了解，张江核心园正在建立“国际孵

化器”，将和以色列共同建设一个创新中心。此外，美

国硅谷几家世界知名互联网企业也把目光投向了张

江，有望共同在此设立众创空间。

尾 声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又一

次，上海被推在了发展前沿。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浦东“二次创业”再次起

航。“上海有强大的工业作为支撑，我们不仅要做轻创

新，也要做重创新即技术创新。”唐石青说，以互联网

技术为支撑的轻创新，颠覆了生活方式、产业模式，时

代发展需要轻创新，但“跨时代的东西一定不是轻创

新，一定是重创新。”芯片、发动机、新药等等都将是上

海大有可为的领域。

“重创新需要积累，我们搞科创中心建设，需要

持续、一以贯之的态度，更需要对整个过程有一种宽

容和耐心。”唐石青认为，资本力量更偏好于能够快

速实现拉升的轻创新，而漫长的重创新则需要政府

力量填补。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

集聚了大量科技创新产业和企业，下一步应该由从原

来招商引资的高科技产业园区，逐渐变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基地，变成一个科学城。”对于未来，唐石

青如此展望。“总而言之，浦东要创建科创中心的核心

区、引导区，最终成为溢出区，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作

出巨大贡献。”

以创新之法以创新之法，，点点化创新之器化创新之器
——来自上海浦东“创客之城”的调查报告

□ 金婉霞 谈明强 王 春

太库孵化器太库孵化器

创客中心开园创客中心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