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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与建设在国际及中国已有几十年

的时间，为满足不同时期、不同产业、不同企业的不同需求，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了像启迪之星、北大孵化器、创客总部

等各种类型优秀的孵化器，在建筑设计上、工程建设上都各

具特点，体现出了诸多科技元素和创新精神。然而，随着化

工类、油服类、装备类、生物医药类、能源类等专业化孵化

器成为特色和主流，对孵化器楼宇的配套设施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楼宇设计、主体施工、配套施工等过

程中，把配套设施的建设与孵化器的业态进行深度的融合，

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后期改造成本，提升运营单位的管理效

能，缩短入驻企业的孵化周期，加快帮助企业成长壮大。

行业和项目多样化发展
近年来，行业明显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首先是“双创”

机构的层次的提升。先期由政府主导建设创新创业载体，后

期由创投、大科研机构、大企业以及高校主导的众创空间、

孵化器，还有专业的三方服务运营机构开设的众创空间 [1]。

其次是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新创业载体类型的多样化，按

规模从小到大，有创客咖啡，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和

专业园区。最后，创新创业的项目更加多样，以前互联网 +

的项目最多，如今更多元化，擅长技术的企业更专注于基础

硬件产品的开发，而将传统行业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等新技术的项目也在逐渐增多 [2]。

细分领域，专业化发展
创新创业的载体随着数量的增多也在发生着改变，特

别是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特定人群的创新创业载体出现。发

展逐渐趋于专业化，由多领域孵化向垂直领域孵化发展，从

基础服务提供逐渐向资源集聚靠拢 [3]。

能阶段

楼宇设计阶段与孵化器产业、项目需求结合少
据了解，目前东北地区运营较好的大型综合孵化器，

在楼宇设计阶段就将产业需求、项目需求与水、电、气等配

套设施进行深度整合的不超过 30%，方案设计时主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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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楼宇正常运行的基础功能较多，与孵化器业态、项目需

求缺乏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4]。

建设运营阶段对基础设施的改造量偏多
这是孵化器建设运营都面临的问题，由于原有的房屋

结构、单位面积、配套设施功能不能与引进的项目完全契

合，改造、翻新、新建等费用占入孵项目整体建设成本超过

10%，给后续的孵化器运营管理方和项目运营方带来不必要

的成本支出。集约化、智慧化、模块化已经成为孵化器基础

配套设施已经成为新趋势，新方向 [5]。

以国家级经开区主体区新建的 13 万平孵化器为案例

进行思考分析。该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7.32 公顷，建筑面积

14.7 万 m2，建设能源大厦、科技大厦、科技孵化器、人才

公寓、综合服务楼等 8 栋单体。项目全部投入运营后，预计

可集聚知名企业总部、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 1000 家。

项目作为集企业办公、科技孵化、行政服务、会展培训、

商业配套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园区，将重点围绕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高端农业、新能源、科技油服、现代服

务业、生物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创业孵化等

领域，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总部经济、科创经济

等新兴业态，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构建产业转型

升级新载体，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以市场为导向，

采取新型投资分配机制，实行企业化实体运作，推动应用创

新、成果转移、产业育成、人才培养向更深层次发展。培育

科技企业，设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机制，与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梯次衔接，迅速壮大科技型企业集群，培育雏鹰企业、

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构建大孵化体系，推动多

元化投资建设运营众创空间、创业苗圃、孵化器，设立天使

基金、孵化基金，实行全要素全过程孵化。营造创业生态，

开发“创业”APP，打造“经开创”创业孵化服务品牌。承

办开展创新创业大赛。开设新经济大讲堂，学习新技术、新

业态、新产品、新模式。举办创客分享会、创业训练营、创

业沙龙、创业路演等活动，搭建创业者分享交流平台。

水、电、气、暖、中央空调管线高标准建设，可实现

分户供应、分室计量，增量配电双电源保障，移动、联通、

电信 100G 带宽光纤入户；50~3000m2 办公用房灵活可选，

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优质项目可提供整栋楼自主运营；

1500m2 公共会议室、展厅等室内共享空间，2500m2 公共绿

地、300 停车位等室外景观配套设施；10000m2 独栋人才公

寓，可提供 20~40m2 公寓 175间；5700m2 独立综合服务楼，

可提供全天候餐饮、健身、影音服务。7600m2 四星级商务

酒店进驻，可承办各类大中小型商务接待、会议、培训。先

进的智慧化楼宇管理系统，可实现 1个APP覆盖缴费、防疫、

访客、停车、安防等园区管理、运营职能。

从该孵化器案例的规划和定位看，针对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提出如下建设方案。

能设计
针对平台载体类业态，需求空间 500m2 以上的项目，

可以在房间隔墙建设上予以简化，以简洁开放的敞开式房间

为主，具体的房屋布局由入驻项目根据实际运营需求，提出

后期改造方案，在水、电、讯设计上可以采取预留方式为后

续改造提供模块化、标准化接口，可以有效降低重复建设和

过度改造，降低建设成本。

针对数字经济业态，鉴于对网络光纤的特殊要求，在

整体园区实现通讯网路全覆盖的基础上，对于数字经济业态

涉及的楼宇进行网络通讯设计的再深化，在光缆敷设、接口

预留、5G 设备、高端服务器、机房等方面给予充分考虑，

以满足该类项目对网络基础设施的特殊要求。针对酒店、食

堂、商超、活动室等生活服务类业态，坚持布局合理化，功

能人性化，酒店类可以预先与酒店运营商进行结合，在布局

上、功能上符合连锁酒店的特定风格。而食堂、商超、活动

室等则可以在空间上相对固定，主要在水电气等生活类服务

设施上结合消防安全等考虑，加以优化完善 [6]。

理好

全面优化和提高工程施工人员的素质技能以及

工作态度
千方百计地调动施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可以在物质

或者施工条件上给予补助和支持，改善施工人员的食宿条件。

分配专业的技术人员在必要的施工环节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和

支持，科学施工，提高施工的工作效率，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做好工程建设前的预测和治理工作
改变落后的事后控制的工程管理模式，在一项工程未

开工前，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从图纸会审到工程施工现场

的管理和监督，再到最后的工程验收，都要严格把好关。

完善和优化现代化的建筑施工管理理念
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抛弃传统的只关注眼前利益的

管理理念，要不断更新现代化的施工管理理念，从多角度平

和施工成本与工程建设质量之间的关系，一切计划的制定都

要以保证工程质量为基本前提。

建立健全工程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体系，派遣负责人，落实管理责任制。

强化工序配合
对各个楼宇拟引进的业态要做到心中有数，哪些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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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标准化、哪些工序是集成化，哪些工序需要时序配合合理

安排都要做好计划，避免交叉施工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 [7]。

慧融合
以建筑为平台，兼备建筑设备、办公自动化及通信网

络系统，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它们之间的最优化组合，

向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高效、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 [8]。

安全可靠上，大楼须通过安全防范等智能化技术手段

对人员进行有效管理，保证大楼安全、有序、高效运行 [9]。

高效管理上，建设一个先进、开放、高效的信息化基

础设施，为大楼提供安全、高效、智能、现代化办公场所。

信息安全上，实现大楼内部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环境，

对涉密信息及系统采用隔离措施，确保信息的安全。

绿色节能上，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室内温

湿度的自动调节，照明及水的自动控制。最终实现节能、降

低运营成本，保护环境和提高服务质量等目标 [10]。

配套基础设施的优劣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孵化器运营的

成败，但一个良性运营的孵化器，一个优质的孵化器，一个

旨在孵化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器，必须有现代的、高效的、

智慧的配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才能在区域经济新动能方面

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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