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第一家孵化器“贝特维亚工业中
心”1959 年在美国诞生，中国第一家孵化
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则创立于
1987年。

这个中国孵化器中的大哥在 28 年的
岁月中不断求新求变，创造了中国孵化
器历史上的很多次第一：第一本孵化器
行业教程、第一个孵化企业产权报价系
统、第一个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公司化运
作、第一家产权式孵化器、第一条科技
创业街、第一家网络孵化器⋯⋯

“孵化器就应该与时俱进，变是主旋
律，不变的是要盯住企业的需求。”武汉东
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主任龚伟说，“如果小
富即安，我们靠做房东也能过上安逸日
子，但那样慢慢就会失去孵化器的意义。”

改革时代：

吃螃蟹的创业先驱

丁字桥 108 号，6 间厂房，2000 平

方米。1987 年 6 月成立的中国首家

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

心”，从一个个弱小的希望开始，孵化

出一个时代渴望自主创新和经济腾

飞的梦想

1987 年入驻武汉东创中心的首批企
业中，有一家楚天激光公司，由华中科
技大学激光系毕业的孙文等创业者筹集
15 万元注册资金创办，如今已发展成为
国内激光产业界规模最大的企业，成为
亚洲最大的医疗激光产品供应商、世界
最大的激光工艺品制造基地，资产超过
10亿元。

在 龚 伟 的 回 忆 中 ， 这 样 的 案 例 很
多，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这类成
功的创富故事，而是 30 多年前发生在创
业先驱身上的一起“冤案”。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2 年，武汉曾
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技术投机倒把
案”：国营 181 厂工程师韩庆生等 4 名工
程师被关进监狱，入狱原因是他们利用
业余时间为武汉九峰农机厂设计了两套
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编写了两万多
字的 《产品技术说明》，获得了每人 600
元的报酬。工程师们不服判决，出狱后
去北京上诉，最终被宣判无罪。

当时在武汉钢铁公司上班的龚伟被
这个新闻打动，萌生了给吃螃蟹的创业
者们搭建遮风避雨的成长平台的念头。

“那时科技人员要走出高墙深院谈何容
易？这些人出来要有地方住，档案要有
地方接，招聘要有地方管⋯⋯”

1984 年，武汉市政府依据当时武汉
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建议，在高校和科研
院所集中的东湖地区，成立“东湖智力
密集小区规划办公室”，筹建孵化器。龚
伟从武钢辞职，进入该办公室。但规划
制定完成后，武汉市政府尴尬地发现，
落实规划的“英雄榜”找不到有经验的
老同志来揭，只得把首创任务交给规划
室的几名年轻人，龚伟即为其一。

人 少 ， 钱 也 少 。 孵 化 器 的 创 建 者
们，面临着跟他们想要呵护的创业先驱
们同样的困境。“我们没钱建新房，就四
处找现成的房子。后来想尽办法才找到
一处地方，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孵化器。”
说起当年的精打细算，龚伟至今记忆
犹新。

让科技创业者不再是个体户，而是
有合法身份的科技型企业。怀揣着这样
的朴素心愿，龚伟和同伴们为创造创业
土壤而努力。为了让更多科研工作者和
高校师生了解孵化器这个新鲜事物，龚
伟常常骑着自行车去武汉大学贴油印小
广 告 。 孵 化 器 成 立 当 年 仅 有 6 家 企 业
入驻。

初创这年，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基
金会主席鲁斯坦·拉卡卡曾来参观：“这
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简陋的孵化器之
一，但你们的理念和服务精神是与世界
接轨的，你们很有前途！”

“武汉成立中国首家孵化器的报告送
到科技部后，得到重视，我们参与了中
国孵化器战略纲要的起草。”龚伟说。
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火炬计划”
正式实施，武汉经验被复制开来，科技
企业孵化器被列为“火炬计划”重要内
容，开始在中国遍地开花。

市场时代：

创业街的创富神话

从 2000 年初开始，东湖孵化器

从事业单位改制为股份制公司，通

过各种优惠、补贴吸引服务资源，

让入孵企业获得规划设计、政策辅

导、项目牵引等多种服务

如今，中国首家孵化器早已从丁字
桥 108 号搬出，一整条时尚光鲜的光谷
创业街 SBI 是它的新址，名字也从“武
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变更为“武
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

在这条创业街的醒目位置上，修建
了咖啡吧式的“中国孵化器博物馆”。创
业者们可以在洽谈业务的空隙里，看看
墙壁上挂着的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变
迁史，博物馆二层还有一个文件柜，珍
藏着从东湖孵化器走出去的企业的资料。

这座博物馆可以告诉你，28 载岁月
中，东湖孵化器改变的不仅仅是名字和
地址，还有它的职能和定位。

“随着时代发展，接纳档案、评定职
称、招聘员工等特殊服务已经社会化，
企业对孵化器的专业服务要求越来越
高，单一的政府孵化器遇到瓶颈——完
全依靠政府，民间资本进不来，孵化器
本身人员流动也受到阻滞。”龚伟回忆，
改制从 2000 年初开始，到 2002 年彻底
完成，东湖孵化器从事业单位改制为股
份制公司。

“改制后，我们首先建立了 30 万平
方米的创业街，这是第一次完全靠市场
提供建设资金的孵化器。”龚伟说，作为
新型创业街，SBI探索了产权式孵化器的
新模式。过去的老创业中心多为政府直
接投资，由创业中心培育企业，政府得
到税收和就业岗位的回报，但很难吸引
到民间资本。而 SBI 创业街则将以赢利
为目标的房产开发模式和非营利目标的
企业孵化模式结合起来。孵化器出售
70％的创业街房产以筹集建设资金，再
把房屋从产权人手上回租过来，提供给
入驻企业当办公室。孵化器获得后勤及
物业服务收入、部分租金收入和对部分
在孵企业的投资收益。

“我们赶上了中国房地产大发展的好
时机，还没建完，企业就入驻满了。”龚
伟说，孵化器并没有满足于靠着房地产
红利吃租金，而是通过各种优惠、补贴
吸引服务资源，将创业街建设成资源整
合的平台，让入孵企业获得规划设计、
政策辅导、项目牵引、专家帮扶、投资
跟进、平台支撑等多种服务。10 余年时
间里，这条创业街孵化了 1300 多家企
业，6 家上市公司，产生了 30 多个亿万
富翁，真正形成了创富神话。

2004 年入驻的创业者蔡跃平就非常
感谢这些服务。他是原武汉市计算机研
究所常务副所长，在研究所改制后，拉
了一批同事来创业街创业，成立了武汉
金数字图像信号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产

品是电梯运行监测系统。起初，他们做
的两个产品销路都不错。一个是可以及
时发送电梯故障楼层的电梯字符发送
器，另一个是硬盘录像机。但随着电子
技术和产品的日新月异，录像机被市场
淘汰，电梯字符发送器也需要升级成电
梯故障的图像识别和自动报警系统。

“现在各地都在建数字城市，电梯运
行监测系统的市场前景很好，我们也有
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但产品升级的研发
费用对我们这个基础薄弱的小公司来说
是个难题。”蔡跃平说，在孵化器的推荐
下，公司 2012 年获得国家项目支持的
180 万元研发资金，去年又通过东湖新
技术创业中心金融平台获得工行 300 万
元低成本资金扶持，解了燃眉之急，“现
在，新品研发工作已经成功完成，进入
市场推广期。国家今年刚出台文件，要
求各地重视电梯安全，我相信新产品的
市场会蛮好！”

网络时代：

孵化云的草根服务

从 2009 年开始，武汉东创中心

将目光投向互联网，建设孵化云平

台，通过孵化云提高孵化器的管理

服 务 水 平 ， 帮 助 创 业 者 走 好 创 业

之路

随着房地产业爆发式发展，武汉首
创的产权式孵化器模式在全国风起云
涌，民间资本、国有资本竞相投资孵化
器。武汉东创中心更是将孵化器做成了
一个产业，陆续与成都、苏州等地合作建
立新的孵化器，推广自己的成功模式，甚
至走出国门，在比利时设立了高科技孵化
园区。在发现很多产权式孵化器发展速
度太快、服务能力不足的弊端后，武汉
东创中心又将目光投向互联网。

“我们从 2009 年开始建设孵化云平
台，建设互联网+孵化器。开始是想做电
商平台，在上面推广孵化器内的企业产
品。做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孵化器的园区
管理水平很差，跟企业的黏度不够，就
尝试通过孵化云提高孵化器的管理服务
水平。”武汉信物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柳朝雄说，2009 年成立的信物宝
公司是东创中心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

基于孵化器的创新服务云平台建设，构
建基于孵化器的企业信用平台体系，并
通过互联网金融与电商的结合，尝试新
的创业道路，扶持创业。

加入孵化云平台的服务机构可以使
用招商、租赁、物业、基金申报、投融
资等一系列标准服务流程，增强服务机
构管理效率；平台还提供业务合同、客
户管理、收费等子系统管理；同时企业
可以通过孵化云找到合适的物理空间，
并可提出创业导师、投资机构等服务请
求，来帮助其快速成长。

“孵化云平台详细记录了企业的基础
资料，办公面积、人员情况、水电消耗
量、项目申报情况、知识产权、各种认
证、企业税收情况、融资情况等都可以全
程信息化管理，基于这些数据分析，我们
可以对企业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估。”武汉
东湖启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彭
涛说，启诚投资是武汉东创中心和清华启
迪合建的投资公司，孵化云平台可以用大
数据模型帮助投资人从众多在孵企业中筛
选出最有成长潜力的一批企业，投资人再
通过与创业团队的交流和观察，即可圈定
重点投资对象，成功率很高。

孵化云的数据分析系统不仅有助于
创业者获得风险投资，还方便他们从银
行获得贷款。2009 年，光伏行业施工设
计师张大纲到武汉东创中心创建光伏施
工企业，后来遭遇资金瓶颈，向孵化云
平台提交了融资请求。“这家公司的财务
数据很好，孵化云上有详细记录，我们
用此数据，帮他在银行陆续贷款一千多
万元。”彭涛说，2014 年，这家公司成
功进入新三板，目前资本市场估值已经
超过 3亿元。

“过去高科技创业是小众精英活动，
今天我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
要把创业从小众变成大众，孵化器也要
从传统的为精英服务转成为大众服务、
为草根服务。这是国家给孵化器提出的
时代命题，也是创业门槛随着互联网和
开源软硬件的技术发展而降低的必然现
象。”龚伟对孵化器的未来充满信心，

“互联网+创业才能构成实际意义上的大
众创业。国家层面的支持，技术门槛的
降低，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恰逢其
时。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在孵化器的帮助
下实现创新创业的中国梦。”

武汉东创中心：孵化器里的中国传奇
本报记者 佘惠敏

1994 年出生于内蒙
古兴安盟的边江勇，小时
候曾在大兴安岭种过一棵
松树苗。现在这棵树苗已
经长大了，同样已经长大
的他，则在去年大学毕业
后跑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创
业中心创业，成立了一家
名叫“千棵松”的网络科
技公司，致力于培植更多
的“树苗”。

这家 2014 年 10 月才
注册下来的新公司，以
APP 产品孵化器作为自
己的主要业务，已经从注
册之初的 2 名创业者，发
展成有十几名员工的小公
司。“公司发展很快，业
务量越来越大，现在很
忙，经常加班，又需要招
收新员工了。”在很多同
龄人还在读大学或者找工
作时，边江勇已经培育起
自己的创业团队。

最开始，千棵松公司
给一些创业者客户提供包
括产品设计、开发流程、
推广运营在内的全套解决
方案。“现在想做 APP 盈
利的创业者很多，但有不
少缺乏技术和相关经验，
我们收取外包开发费用，
加上小股权持有方式，全
程参与产品的开发和前中
期融资等工作。”边江勇
介绍说。

很快，他们凭借成功
的产品和业内口碑，吸引了一些已经是成熟企业的大
客户，给他们做工程管理系统、成本管理系统等。

“这些传统企业除了内部管理、人事等工作要进行网
络化信息化升级，其产品营销也可以线上线下结合，
也有对 APP 产品的需求。”边江勇介绍了两个相关案
例：一是给一家连锁洗衣店做一键洗衣 APP，用户
在 APP 上下单后，洗衣店可以去用户家取脏衣服，
洗完后送货上门时，客户再付款，这款方便的应用让
洗衣店的业务大增；二是给一家隐形眼镜店做的隐形
眼镜和美瞳片的 APP 试戴产品，客人下载 APP 后，
提供一张正面照和一张侧面照，系统就可以读取其眼
睛位置、大小、瞳孔高度、眼球弧度等信息，为客人
提供合适的各类隐形镜片试戴效果，方便客人选择。

“我想把软件开发做成品牌，至少在武汉地区，
要让大家想做移动互联网的 APP 时，第一个就想到

‘千棵松’。”谈起公司的未来，年轻的边江勇充满创
业者的激情。

对边江勇来说，创业并不是毕业后的一时冲动，
而是早在大学里就已经开始的实践。在武汉大学印刷
包装系读大二时，他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当时学校
有一个创业大赛，小边和几名同学一起设计了一个户
外运动的小冰箱，可以卡在腰带上背包上，能放两罐
可乐或一瓶矿泉水，3 节干电池就可让这个小冰箱保
持零上 6 到 8 摄氏度的温度运行 10 小时，“这个项目
获奖了，虽然产品最终没有进入市场，但对我影响很
大。”

原本是美术特长生、学艺术设计的边江勇，在这
个项目获奖后发现了自己对计算机编程的浓厚兴趣，
开始把艺术天赋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一边上学，一
边在校外的各种网络科技公司兼职。“我从大三开始
就去公司实习，在项目中积累了各种技术开发和市场
营销经验，这是学校里学不到的。”大学期间，他曾
参加过一个全是“90 后”组成的 6 人技术团队，接
过一些项目，现在大学毕业后，这 6 人已经有 3 人开
始创业，成立了各自的公司。

萌生创业想法后，边江勇还参加过很多武汉的创
业活动，并因此认识了后来成为千棵松公司合伙人的
武大校友聂严。“他比我大 10 岁，几年前就在东湖新
技术创业中心创业。我们聊得比较投机，他就说干脆
我投资你吧，把我介绍到东创，我们就注册了公司。”

面对现在的创新创业热潮，边江勇认为最重要的
创业品质是坚持。曾经有一名中南财大在校生，想做
一个旅游 APP 项目，找到千棵松公司来外包开发服
务，却在半途放弃。边江勇将开发费用退还给这位在
校生，重新规划设计这款 APP 的亮点，修改完成后
公测，发现用户量和反响都不错。“我对这个产品有
信心，打算今年 9 月后推出完善后的正式版本，利用

‘十一’长假积累人气。”边江勇说，“创业要有韧
劲，创业难关是不断出现的，遇到问题就退缩，肯定
搞不成。”

“年轻人要有理想，我希望能帮助更多人开发出
好的 APP 产品，让大家的理想都能变成现实。”对边
江勇来说，公司开发的每一个 APP 产品都是一棵小
树苗，他希望这些树苗都像儿时在大兴安岭手植的那
棵松树一样，不畏风雪，成长为郁郁葱葱的大树。

种下希望的松苗

本报记者

佘惠敏

1987 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的创立，给中国孵化器事业点燃了星星

之火。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北京高技

术创业服务中心、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

园创业服务中心⋯⋯从 1987 年至 1991 年

仅仅 4 年时间，全国多数省、自治区、

直辖市均诞生了本地区首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成为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的

先行者。

从 2001 年开始，我国科技企业孵化

器快速由事业化向市场化、产业化转

型，进入以“战略布局”为特征的飞跃

发展阶段。到 2005 年，中国科技企业孵

化器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

二；孵化场地面积和孵化企业数量已位

居世界第一。中国仅用不到 20 年时间就

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孵化器”从

初生到成长的几十年艰难路程。

自 2009 年以来，在北京、深圳、武

汉、杭州、西安、成都、苏州等创新创

业氛围较为活跃的地区涌现出创新工

场、车库咖啡、创客空间、天使汇、亚

杰商会、联想之星、创业家等近百家新

型孵化器。这些新型孵化机构充分借鉴

国外创业服务的先进经验，产生了新模

式、新机制、新服务、新文化，成为科

技服务业的一支重要新兴力量。新型孵

化器依靠互联网、开源技术平台，为创

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的创

业空间。但无论其模式机制如何创新，

与传统孵化器相比，新型孵化器的宗旨

并没有改变——都要帮助企业获得创业

投资并促进企业快速成长。

截至 2013 年末，纳入统计的科技企

业孵化器达到 1468 家，孵化面积超过

5400 万 平 方 米 ， 就 业 人 员 超 过 158 万

人。在孵企业 7.7万家，总收入达 4500亿

元，R&D 投入 421 亿元，获得风险投资

共 545 亿元。在孵企业申请知识产权保

护的超过 90%，获得专利的超过 60%，达

75143 项。孵化器培育“毕业”企业 5.2

万家，毕业后上市的企业超过 200家。

到 2014 年，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

量已超过 1600 家。现在，中国科技企业

孵化器正朝着形式多样化、功能专业

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组织网络化方向

发展。

文/佘惠敏

星 火 燎 原 路 宽 广

图②图② 孵化器博物馆中展示的电话人工交换机孵化器博物馆中展示的电话人工交换机、、打字机打字机、、复印复印

机等早期孵化器办公设备机等早期孵化器办公设备。。

图③图③ 在武汉东创中心的大学生创业基地里在武汉东创中心的大学生创业基地里，，创业者们正在创业者们正在

忙碌忙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摄摄

图 ①图 ① 创创

业者们从武汉业者们从武汉

东创中心的孵东创中心的孵

化器博物馆外化器博物馆外

走过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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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②

③③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