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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三螺旋理论和 ANP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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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面临着经营转型的压力，积极探索孵化器的创新经营模式将有助于孵化器更好地发展，从而更

好地为创新创业服务。近年来，政产学研多方融合对创新创业的作用不断显现，在三螺旋理论框架下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

（ANP）探究政府、企业、大学各创新主体对孵化器的融合作用有助于各方更好地支持孵化器的发展。研究表明：充分发挥企业

的主体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学的支持作用，对于孵化器实现创新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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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双创”战略的颁布和实施，各类创新企业和创业项目不断涌现，传统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下简

称“孵化器”）单一的“房东”模式已不能满足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需求，刺激了国内众多孵化器的创新经营转

型。国内许多孵化器由政府、企业、大学共同建立，在孵化器的创新经营过程中，除了企业自身以外，政府、大

学作为活跃的创新主体正积极地参与到孵化器的创新经营活动中［1］，正确评价孵化器的经营问题具有战略

和现实意义［2］。但目前鲜有文献同时考虑政府、企业、大学三个创新主体的协同作用对孵化器经营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三螺旋理论框架为支撑，探究孵化器的创新经营模式，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孵化器经营问题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企业经营问题的研究，政府、企业、大学三个创新主体的存在使它面

临着特殊的经营情境。三螺旋理论的提出者 Etzkowitz［3］认为，在政府、企业、大学的三方协同作用下，衍生出

了各类创新组织（包括各类高新园区、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创新创业项目等［1］），并促进这些衍生组织持续

开展创新活动（innovation in innovation）。三螺旋理论将政府、企业、大学三个创新主体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在

指导政产学研合作、解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建设创新型大学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4‑5］，弥补了以往政企、校企、政学的双螺旋关系对于解释相关问题的能力的不足。因此，运用三螺旋理论

能够有效诠释孵化器的创新经营问题。

基于上述观点，部分学者将三螺旋理论与孵化器经营结合起来展开了研究。目前，相关研究聚焦于孵化

器经营的成功经验［6］、运行模式［7］、平台搭建［8］等问题。但他们的研究仍集中于定性分析，实证研究则较为缺

乏，未能识别各创新主体的作用大小，并分析其具体的次级指标。

本研究基于三螺旋理论框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实证探究孵化器的创新经营模式，以期能够更

好的诠释政府、企业、大学在孵化器经营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并实现协同增效，为国内更

多的孵化器实现创新经营提供经验借鉴。在本文中将深入探讨以下问题：①三螺旋理论对于解释孵化器的

创新经营问题是否有效？②若问题①成立，那么政府、企业、大学各创新主体在孵化器的创新经营转型过程

中发挥的作用大小如何？

一、文献综述

（一）孵化器创新经营

“孵化器”的概念于 20世纪在美国诞生，源于为卵生动物提供孵化服务的工业设备，引入到社会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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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则特指为初创型企业提供各类孵化服务的组织、机构或企业，包含各类众创空间、加速器、新型研发机

构等。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孵化器的经营问题，孵化器经营的好坏、是否实现创新经营取决于孵化器绩效的好

坏，因此在文献研究过程中首先是聚焦于孵化器绩效的相关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将孵化器绩效作为评

价孵化器创新经营的主要指标。

目前，孵化器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孵化器运营发展绩效与在孵企业绩效。关于孵化器的运营发展绩

效，学者徐菱娟和刘宁晖［9］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 32家孵化器展开了实证研究，指出影响孵化器运营绩效的

因素可划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进一步地，晏敬东等［10］、Wright等［11］、Jamil等［12］分别通过不同的研究方

法，研究了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孵化器经营现状，证实了影响孵化器运营发展绩效的外部因

素主要有：政策制度、资金支持、区域创新网络与行业发展水平等。而胡海青和李浩［13］、袁剑锋和许治［14］的
研究则发现，影响孵化器经营发展绩效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孵化器的经营战略、人员结构、技术进步、孵化

网络建设等。

关于在孵企业绩效，由于孵化服务的建设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在孵企业，考察孵化服务网络建设情况对孵

化器绩效的影响，也即考察孵化服务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15］。许治等［16］基于广东省 62家孵化器、169家在

孵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在孵企业绩效受到孵化服务质量的直接影响。张力等［17］则通过比例

风险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完善的孵化服务网络是促成在孵企业成功毕业的关键因素。此外，创业者的创业

经历和学历、企业成立年限、净资产规模变动等

也对在孵企业绩效产生了影响［18‑19］。因此，在孵

企业绩效的提升实际上是孵化器的孵化服务建

设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

（二）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创新经营模型

构建

三螺旋理论最早由埃茨科威兹在 1995年提

出，他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产业、政府之

间的协同作用是各类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20］。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学者们应用三螺旋理论研究

了区域产业互动［4］、科技成果转化［21］、新兴经济

体培育［22］等诸多创新问题。同时，三螺旋理论在

指导建设创新和竞争力网络［23］、开展跨领域合

作［24］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图 1所示是埃茨

科威兹［20］在《三螺旋》一书中提及的三螺旋创新

模型。在此模型中，政府、产业、大学相互作用，

实现动态平衡，并创新出各类衍生机构（如本文

引言部分所述）。

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将三螺旋创新模型

（图 1）中的“产业”替换为“企业”，构建了如图 2
所示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基本模型。在以孵化

器为核心的三螺旋模型中，各个创新主体协同增

效，为孵化器输入了大量创新资源，全方位地支

持了孵化器的创新经营。而孵化器在接受各方

足量投入的同时，在经营中也表现出不俗的产出

活力，实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详如图 2所示。

（三）政府、企业、大学与孵化器创新

经营

根据上述的文献研究，当前除了企业自身必

须参与到孵化器的经营活动以外，政府、大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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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螺旋创新模型（图片来源：《三螺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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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孵化器创新经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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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孵化器经营的主要参与者［25］，相关研究层见叠出。

Zhang和 Snonobe［26］基于对中国部分孵化器的实证研究发现：孵化器为在孵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孵化

器的人、财、物等资源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大学、政府为孵化器提供了更好的资源和政策支持。随后，Rubin
等［27］进一步分析比较了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孵化器运作经验，证实了大学在孵化器的经营过程中（尤其是

发展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Chandra等［28］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孵化器的快速成长得益于政府、大学、企业

之间的良性互动，给孵化器带来了充足的外部关系资本。

以下将详细阐述政府、企业、大学对于孵化器创新经营的作用，并从中选取相关影响因素作为后续指标

体系研究的二级指标。

1. 政府与孵化器创新经营

通过现有文献及相关政府部门文件的研究发现，对孵化器采取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扩大市场需求、开展

资格认定、推进政企合作等都是政府部门针对孵化器的工作重点。研究认为政府对于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影

响均是正向的［29］。孵化器在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提供舒适培育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

创新网络的建设，政府理应支持和引导孵化器的发展和运营。

政府部门主要依靠政策和资金引导并支持孵化器的发展。政府政策刺激了大量初创和中小企业的出

现，市场需求的增加使得孵化器的经营压力增大，但也倒逼孵化器服务能力的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学者

Wonglimpiyarat［30］通过研究部分欧美国家及以色列的孵化器发展绩效，发现政府部门制定的“孵化政策”通过

一系列的组合支持为孵化器的经营活动营造了健康良好的经营环境，显著促进了孵化器绩效的提升。而

Jamil等［12］通过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孵化器的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于孵化器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给孵化器

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孵化器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部门对它们的资格认定。在我国，“国家级孵化器”“产业创新型孵化器”等

孵化器的资格认定能够给孵化器带来充足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使得孵化器的经营状况不断改善。

值得关注的是，政企合作在孵化器的经营过程中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重视。许多国家的政府

部门与孵化器已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如马来西亚政府与孵化器建立的智能合作关系［31］、英国政府与孵化

器企业建立的协调开发模式［32］等，都为孵化器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2. 企业与孵化器创新经营

孵化器探索并实现创新经营，需要孵化器在充分考虑政策制度、市场环境的基础下，开展必要的经营战

略调整、孵化网络的建设等诸多工作。具体分析如下：

一体化、多元化、合作等经营战略将是未来孵化器发展的重点。通过现有研究发现，经营战略与组织特

性的有机结合显著影响着孵化器的绩效［33］。当前，国内已有不少大型企业，通过与政府或高校的合作成立

了旗下的孵化器企业，实现了一体化战略，如京东集团的京东云创新空间孵化器、百度公司的百度创新中心

等。多元化经营战略则要求孵化器要不断增加或拓展已有资源和能力，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一步地，孵

化器在获得财务资源优势的同时，还应继续优化资源配置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合作战略则更能体现孵化器

的价值，通过政企合作、校企合作等合作形式不仅能够使孵化器加快孵化网络的建设，也能够使其获取规模

经济和范围经济，充分提升了孵化器的创新经营潜力。

孵化服务网络的建设将是未来孵化器发展的核心竞争力［34］，孵化服务的有效性也是促进孵化器自身发

展和创业企业成功毕业的前提和基础［35］。孵化网络的建设需要从初创企业入孵到毕业的全流程进行充分

的考虑，诸如投融资联动、人力资源服务、法务财务配套等。值得注意的是，深耕孵化服务的细分领域，为在

孵企业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将是孵化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36］。目前，已出现了诸如新式众创空间和虚拟

孵化器等孵化器形式。新式众创空间将线上服务（专业管理团队利用互联网为创业企业提供服务）与线下服

务结合，更好地实现了孵化器经营绩效的增长；虚拟孵化器则是在不购置空间实体资产的前提下，通过帮助

创业团队对接更合适的空间实体、投融资服务等，采取创新的经营方式为创业企业和孵化器带来了实际效

益。此外，人员结构的合理化、管理技术、孵化服务水平的提高都对孵化器的经营成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

作用。

3. 大学与孵化器创新经营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地区的发展目标，而高质量发展则需要大学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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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大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诸如前沿科技成果、创新创业项目等创新资源。同时，积极开展校企合

作，抢占发展高地，掌握创新主动权，成为当下国家、地区谋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国际竞

争焦点。因此，孵化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急先锋”，其经营活动更是离不开大学的鼎力支持。

Wonglimpiyarat［30］通过研究泰国的大学企业孵化器，指出大学为孵化器的经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

力。孵化器通过吸收大学的前沿科技成果［37］，能够推动孵化网络的完善、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经营战略的

创新等。

随着大学科研成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相关科学研究更加靠近市场，科研成果也更具转化为现实经济价

值的可能性［38］，大学内孵化出大量优质的创新创业项目。此外，创业型大学的出现更使得高校内的创业项

目层出不穷，大学在“双创”领域的重要作用不断显现，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

大学通过区域创新创业活动与当地孵化器之间建立起的密切联系［39‑40］，有利于孵化器持续获得研发所

需技术和知识供给，使得成果转化卓有成效，为孵化器带来可观的收益。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依托大学建立

的孵化器通常比非依托大学建立的孵化器增长绩效更好［41‑42］，大学作为建立多种网络和关系的推动者起到

了关键作用［43］。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关注政府、企业、大学在孵化器创新经营中发挥的多层次的促进作用［44］。在对相关

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后，选取了 12项影响孵化器创新经营的因素作为后续分析和评价的二级指标，具体地，在

政府层面，选取政策及资金支持、市场需求程度、资格认定及政企合作作为主要指标；在企业层面，选取孵化

网络建设水平、技术进步、行业发展水平、人员结构及经营战略作为主要指标；在大学层面，选取前沿科技成

果、创业项目及校企合作作为影响孵化器创新经营的主要指标。本文后续将同时研究这 12项指标对于孵化

器创新经营的促进作用，以期建立一套完善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体系，指导孵化器的创新经营转型。

二、研究方法

（一）方法选择
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选取网络层次分析法（ANP）作为指标分析方法，具体考量如下：第一，本文的研究

问题具有层次性特征，而 ANP方法对于厘清各创新主体及二级指标间的层次关系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第二，

由于孵化器企业微观层面的相关指标或数据获取不便，不宜使用传统的均值回归、多元回归等实证方法，而

ANP方法对于数据的样本数量要求较低，且其采用德尔菲法将冗余的定性数据定量化，测量精度得到有效

保证，因此 ANP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二）数据收集
ANP方法的数据收集主要采用德尔菲法——发放专家调查问卷的形式进

行，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指标间的依存关系；第二，指标间关系的依存强

度。本次研究共发放专家调查问卷 12份，由 12位来自科技创新管理领域的大

学教授、投资机构合伙人及孵化器负责人填写。问卷发放对象具体信息

见表 1。
（三）分析流程

本文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分析，从政府、企业、大学三个创新主体对孵化器

创新经营的影响因素中遴选了 12个二级指标，并运用 ANP方法进行指标测

评，以期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体系。按照 ANP方法的

分析流程，从建立指标体系、确定指标间的依存关系、确定 ANP模型、建立判断

矩阵和一致性检验、计算指标的全局权重和局部权重、分析 ANP结果等步骤依

次展开。

三、基于 ANP方法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测评

（一）建立指标体系

基于孵化器创新经营的三螺旋模型的研究结果，并结合 ANP方法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以各创新

主体为一级指标整理出影响孵化器创新经营的主要因素，见表 2。其中，ANP方法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表 1 专家调查问卷发放对象

姓氏

王

陈

赵

朱

张

姚

倪

付

陈

马

夏

吴

职称/职务

教授/院长

教授/副院长

副教授/主任

副教授/主任

副教授/主任

教授/副院长

教授/主任

副教授

合伙人

投资经理

总经理

总经理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机构

A大学

A大学

A大学

A大学

A大学

B大学

B大学

B大学

C创投

C创投

D孵化器

F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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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1）公平性和客观性。本文首先在三螺旋理论下公正、客观的分析了政府、企业、大学各创新主体的角色

定位和功能作用，避免了人为因素对于评价指标选取的干扰，使评价指标得到了全面考证。

（2）全面性和代表性。采取了共性和个性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指标相结合的原则保证了被选取指标

的全面性和代表性，确保了研究的内部和外部效度。

（3）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的指标具有操作方便、易于分析和方便管理的特点，保证了研究的

信度。

表 2 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体系

目标

孵化器创新经营
（孵化器经营绩效的提升

A）

一级指标

政府层面影响因素 B

企业层面影响因素 C

大学层面影响因素 D

二级指标

政策及资金支持 B1
市场需求程度 B2

资格认定 B3
政企合作 B4

孵化网络建设水平 C1
技术进步 C2

行业发展水平 C3
人员结构 C4
经营战略 C5

前沿科技成果 D1
创业项目 D2
校企合作 D3

解释说明

政府针对孵化器实施的税务优惠政策及运营资金补贴等

创业企业的大量涌现源于国家“双创”战略的实施

包括对国家级孵化器、产业创新型孵化器等孵化器类型的认定

政府和企业共办孵化器

从入孵到毕业的全流程孵化服务

管理技术、孵化服务水平等的提高

孵化器行业发展的速度

高、中、低层人员的合理分配

包括一体化战略、多元化战略、合作战略等

高校教研成果的引进

优质的创业项目或已成立的初创和中小企业

高校与孵化器共办孵化器

（二）指标间依存关系的确定

指标体系确定之后，接下来必须对指

标间的依存关系（影响或被影响）进行研

究。根据德尔菲法的调查数据，研究小组

经讨论和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整理和逻辑推

理，主要发现如下二级指标存在依存关系，

见表 3。标注方法借鉴扈文秀等［45］在《基

于 ANP法的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研究》一文

中的标注方式，存在依存关系即标阿拉伯

数字“1”。
（三）ANP模型的确定

根据已构建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

体系及指标间依存关系的分析结果，进一

步的便可以确定孵化器创新经营的 ANP
模型，如图 3所示。根据基本的 ANP模型，

本文中孵化器创新经营的 ANP模型中主

要划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控制因素层，在

本文中没有涉及决策准则，只包含了问题

目标；其次是网络层，包含了政府、企业、大

学各创新主体的影响因素集合。

由于 ANP方法计算的繁琐和复杂，因

此本文运用 ANP方法对孵化器创新经营

的问题目标展开研究使用 Super Decisions
（以下简称“SD”）计算软件作为辅助，SD软

件是由 Rozann 和 William在美国推出的，

为 ANP方法的应用提供了条件。使用 SD
软件构建的 ANP模型如图 4所示。

表 3 二级指标间依存关系表

指标

政府层面
影响因素 B

企业层面
影响因素 C

大学层面
影响因素 D

B1
B2
B3
B4
C1
C2
C3
C4
C5
D1
D2
D3

政府层面影响因素 B

B1 B2
1

1

B3

1

B4
1
1

企业层面影响因素 C

C1

1

1
1
1
1

1

C2

1
1
1

1
1
1

1

C3
1

1

C4

1

1

1

C5

1
1

1
1
1

1

大学层面影响因素 D

D1 D2

1

D3
1

1

1

1

图 3 孵化器创新经营的 AN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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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D软件中孵化器创新经营的 ANP模型

（四）建立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建立判断矩阵（也称“两两比较矩阵”）是

运用 ANP方法进行分析与决策的基础，对最

终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根据德尔菲法

的调查数据和两两比较法，建立判断矩阵并

计算。在指标的两两比较过程中，主要采用

ANP方法分析过程中常用的“1～9标度法”，

使用 Eij、Fij、Gij等表示：i指标与 j指标相比，两

者的相对重要程度。“1～9标度法”见表 4。
根据表 3指标间依存关系的统计结果，

确定有 3个一级指标判断矩阵与 17个二级指

标的判断矩阵存在（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其一致性检验结果均符合 ANP分析的基本要

求。例如，本文的研究问题为孵化器创新经

营（A）问题，根据专家的调查问卷意见：企业

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政府的影响，大学的影响

程度则最小，因此对判断矩阵 A 分别赋值

ECB=3，EBC=1/3；ECD=5，EDC=1/5；EBD=3，EDB=1/
3，见表 5。

（五）计算指标的局部权重和全局

权重

根据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信息构建和计

算超矩阵、加权超矩阵、极限超矩阵，以上步

骤均在 SD软件中实现，最后得到基于三螺旋

理论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体系，见表 6。
（六）ANP结果分析

从 ANP 分析的结果可知，一级指标中三

个影响因素所占权重按照从高到低的排序分

别为企业（所占权重为 46.52%）、政府（所占

表 4 “1‑9”标度法

两两比较描述

i与 j相比，同等（equally）重要

i与 j相比，稍显（moderately）重要

i与 j相比，明显（strongly）重要

i与 j相比，强烈（very strongly）重要

i与 j相比，极端（extremely）重要

i与 j相比，稍显（moderately）不重要

i与 j相比，明显（strongly）不重要

i与 j相比，强烈（very strongly）不重要

i与 j相比，极端（extremely）不重要

Eij赋值

1
3
5
7
9
1/3
1/5
1/7
1/9

注：2、4、6、8和 1/2、1/4、1/6、1/8是指介于上述赋值的中间值。

表 5 孵化器创新经营的判断矩阵

孵化器
创新经营 A
政府层面
影响因素 B
企业层面
影响因素 C
大学层面
影响因素 D

政府层面
影响因素 B

1
3
1/3

企业层面
影响因素 C

1/3
1
1/5

大学层面
影响因素 D

3
5
1

特征向量

0.63699
0.10473
0.25828

注：CR（随机一致性比率）=0.0370<0.1。

表 6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政府层面
影响因素

B

企业层面
影响因素

C

大学层面
影响因素

D

全局权重

0.3517

0.4652

0.1831

二级指标

政策及资金支持 B1
市场需求程度 B2

资格认定 B3
政企合作 B4

孵化网络建设水平 C1
技术进步 C2

行业发展水平 C3
人员结构 C4
经营战略 C5

前沿科技成果 D1
创业项目 D2
校企合作 D3

局部权重

0.3588
0.3082
0.1645
0.1685
0.2127
0.0774
0.0187
0.3354
0.3558
0.0840
0.4761
0.4399

全局权重

0.1262
0.1084
0.0578
0.0593
0.0989
0.0360
0.0087
0.1560
0.1655
0.0154
0.0872
0.0806

综合排序

3
4
9
8
5
10
12
2
1
11
6
7

注：表中的权重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均保留了 4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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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为 35.17%）和大学（所占权重为 18.31%），企业层面影响因素为 3个一级指标中所占权重最大，这表示孵

化器自身对孵化器的创新经营起到的作用最大，这与现实中的孵化器的经营事实相符。而政府和大学的全

局权重相比，政府对于孵化器创新经营的影响程度更高，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部门在创新领域的“推进器”作

用，为孵化器的创新经营提供了包括政策、资金、市场等诸多方面的保障。

在二级指标中，权重占比前六的指标分别为孵化器的经营战略（所占权重为 16.55%）、人员结构（所占权

重为 15.60%）、孵化网络建设水平（所占权重为 9.89%）、政府的政策及资金支持（所占权重为 12.62%）、市场

需求程度（所占权重为 10.84%）及高校的创业项目（所占权重为 8.72%），它们对孵化器创新经营的作用更为

显著。当然，其他 6个指标也值得孵化器在经营中关注，重视不同指标对孵化器经营的协同增效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三螺旋理论，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探究了国家“双创”战略背景下的孵化器的经营问题，

构建了孵化器创新经营的指标体系。研究表明：在孵化器创新经营的三螺旋模型中，政府、企业、大学三个创

新主体显著促进了孵化器的创新经营，其作用程度大小依次为企业、政府、大学。具体有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企业自身在孵化器创新经营的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孵化器企业根据自身经营层次及水平，通

过经营战略的调整、人员结构的优化及孵化网络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孵化器创新经营能力的提高。

其次，政府在孵化器创新经营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政策及资金支持为孵化器

的创新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于市场需求的严格把控则为孵化器的创新经营创造了机

会窗口。

最后，大学在孵化器创新经营的过程中发挥了支持作用。国内众多的一流大学，尤其是创业型大学为孵

化器输入了大量优秀的创业项目。同时，校企合作使孵化器与大学的交流与沟通更加紧密，通过共同研发前

沿科技成果、共同培育创新型人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优秀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孵化器的创新经营绩效因此不

断提高。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孵化器经营研究的贡献。第一，以往研究聚焦于孵化器的企业自身的绩效研究，少有研究将孵化

器的经营问题纳入三螺旋创新模型中展开相关论述。第二，本文的研究结论明确了政府、企业和大学在孵化

器创新经营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为政府相关政策、孵化器行为规范等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是对三螺旋理论研究的贡献。三螺旋理论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相关研究聚焦于宏观经济领

域，而本文从企业的微观角度出发，以三螺旋创新模型中的衍生组织——孵化器为研究对象，对现有三螺旋

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有力补充。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孵化器的创新经营和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政府要发挥好“领路人”的角色。第一，政府部门要持续出台并完善支持孵化器发展的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制度等，不断扩大市场需求，并保证政策的落地和运行成效；第二，定期开展孵化器企业的资格认定，

使孵化器企业更具发展潜力，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入孵，促进孵化器绩效稳步提升。

其次，孵化器要从自身出发，明确发展目标。第一，及时调整自经营战略，结合公司实际实施一体化、多

元化或合作战略（如政企合作、校企合作等）；第二，积极开展孵化服务网络建设，尤其注重在细分领域拓展孵

化服务，将是未来孵化器经营的主要方向和创新动力；第三，孵化器的创新经营还需保证人员结构的合理化，

以促进孵化网络的形成及技术进步。

最后，孵化器要不断强化与大学的合作关系。通过加强校企合作，鼓励高校师生积极与孵化器开展协同

创新工作，不仅为孵化器带来充足的创业项目和创新知识，也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平台，使得孵化

器的社会效益不断显现。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识别出了政府、企业、大学及二级指标在孵化器创新经营中的作用层次，但仍

存在些许不足，主要体现在：ANP方法因其较强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但相关结论宜结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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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实际指标数据进行检验和论证。在后续的研究中，可结合调查问卷数据或面板数据对相关结论开展实

证研究，验证相关结论的准确性与合理性，进一步完善孵化器创新经营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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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dex System of TBIs Innovative Management：：
Based on Triple Helix and ANP

Chen Hongxi，Song Rui，Yuan Yu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Nanjing Tech University，Nanjing 211816，China）

Abstract：Many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TBIs）in China are facing the pressure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ctively 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of TBIs will help TBIs to develop better an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In recent years，the role of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arising. Under
the theory of the triple helix，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is us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nnovation subjects of government，enterpris‑
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help TBIs develop better. The research show tha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the enterprise，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and the support role of the universit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BIs to achieve innovative management.
Keywords：TBIs；innovative management；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triple helix；index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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