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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第一个企业孵化器，是由美国纽约州北部巴达维亚社区的企业家乔·曼库索（G.Mancuso
）于1959年创办的。
其创建过程大致是：1959年，巴达维亚社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主离开该地，导致当地失业人口
大量增加。
曼库索敏锐地发现，当这个企业家决定搬离该镇的消息传出后，他的企业也受到了影响，出现人心浮
动的现象。
为了稳定企业和拓展业务，他果断地买下那个企业家的厂房，并将其分隔成很多办公室租给小企业使
用。
他很快又发现，这些小企业有一个相同的弱点，就是每天生产运营所需的工商簿记及秘书工作比较零
散、混乱，没有系统的管理体系，甚至许多小企业主没有管理能力。
于是，他创立了一个团队，专门帮助这些小企业处理生产运营日志、财务管理等工作，有时甚至借出
自己的私人秘书。
结果，他在无意之中创建了美国第一个“企业孵化器”，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企业孵化器。
在他的团队的努力之下，当地就业人数迅速增加，几个小企业顺利发展成为较大的企业，引起了全美
各地的关注。
他创建的企业孵化器作为一种促进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迅速成为示范样板得到广泛
传播和推广，在美国各地发展起来。
随后，美国各种类型的企业孵化器开始出现并不断得到推广，如大学科技园（硅谷）、新兴产业带
（128号公路、犹他基因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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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企业孵化器的运行机理和政策框架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综
述了国内外关于企业孵化器的研究文献，明晰了企业孵化器的概念、内涵、功能，揭示了企业孵化器
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以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印度和韩国为例，分析了国外企业孵化器的
发展轨迹、运行机制、组织方式、政策框架和成功经验；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孵化器的运行模式、运
行绩效、收益特征和自主创新能力，展望了企业孵化器的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网络化和国际化
的发展趋势；针对企业孵化器的建设主体，分别提出了优化政府、中介组织、企业孵化器的行为方式
等建议。
    本书既适合从事企业孵化器、自主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阅读，也适合
高等院校技术经济专业的教师、学生以及关心我国企业孵化器发展的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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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孵化器发展的关键。
在实际运营中，人才障碍是企业孵化器发展的重要问题，没有大量的具有管理技能和企业孵化器所需
要的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以及科技创新的人才，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适应在孵企业的创业需要，必须加强企业孵化器管理人才的培养，应当通过国内外培训，培养一流
的企业孵化器管理人才。
　　企业孵化器如果培育不出优秀的企业，就没有生命力。
而优秀企业的培育，必须通过高水平、高质量的孵化服务。
缺乏高素质人才，企业孵化器的服务就会停留在低水平上（如房屋租赁和后勤、物业服务等方面），
就不能满足企业孵化器为孵化企业服务的需要。
由于孵化服务专业性很强，要求管理人员有比较广的知识面，具有科技背景，掌握经营、管理、投资
、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国际企业孵化器中的骨干人员还得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因此应当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引进和培养高素质孵化管理人才。
　　2.4.3 企业孵化器对人力技能的贡献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独特性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和辅助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独特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由于管理对象的独特性，不同企业的管理内容也不相同。
如每个中小企业对于骨干员工的薪资待遇和激励机制都不尽相同，每个企业一般也会有自己的人员培
养和选拔机制，因此，这一部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企业间无法共享的。
而辅助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一般是基础性工作，如档案管理、社会保险、职称评定、招聘和培训等庞
杂的事务性工作和知识含量不太高的工作。
企业将这一部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外包给企业孵化器，可以使企业组织能够维持较为明快有效的系统
和程序，降低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成本。
企业孵化器还可以规模化地为人孵企业提供辅助性人力资源的劳动和服务，这类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孵
化场地以及配套的物业服务，如停车、保安、保洁、餐饮、水电暖保障、集中式商务服务（如会议室
、洽谈室、展销厅、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国际互联网、打字、复印、速印）等。
这些设施和服务是每个企业正常经营需要具备的，但可以共享。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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