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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孵化器作为以被孵企业为服务对象的特殊企业，需要构建以创业需求为导向的核心能力，以赋能被孵企业发展的方式

谋求自身发展。本文以典型智能制造领域的孵化器洪泰智造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领域创业企业独特的

孵化需求集中体现在工程化过程中，主要包括市场对接、资源支持与生产规划三个方面。针对被孵企业的需求，洪泰智造逐渐

发展出了一套对应的工程化核心能力，包括工程化感知能力、工程化利用能力和工程化再配置能力。论文进一步分析了这种

工程化核心能力构建的机制和过程。本文将核心能力引入到创业孵化领域，对于智能制造创业孵化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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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孵化器通过为创业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基础设施、创业融资等一系列服务（孔栋等，2019），提高创业成功

率，培养成功企业和创业者（Johan et al，2011），以孵化创业企业的方式推动所处领域的发展（翁莉和殷媛，

2016）。当前对于孵化器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分析其商业模式、绩效评估及影响因素，为孵化机制提供意见

（王晓青等，2020；唐明凤等，2015；李振华等，2017）；另一方面是以被孵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在孵与非

在孵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的差异，揭示孵化器的赋能作用（Alejandro et al，2020；殷群和张娇，2010）。为了进一

步发挥孵化器的作用，实现孵化器的持续发展，就应明晰孵化器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

构建和提升孵化器的核心能力。然而，目前对孵化器能力研究的文献集中在知识能力、网络编配能力、运营

能力等特定能力上（姜骞等，2019；左莉等，2016），较少关注孵化器核心能力的研究。

智能制造是一种由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型生产方式（张映锋等，2019），

具有技术高度复杂交叉、制造过程依赖工程经验等特点（路甬祥，2010；熊有伦，2013）。因此，该领域的创业

企业相较于一般创业企业，需要关注技术和产品的工程化阶段。工程化阶段是指智能制造企业在完成产品

技术研发后，经历设计优化、试产、量产、市场对接等活动，直到产品投入市场这一阶段。基于此，智能制造创

业企业孵化器比起一般的创业孵化器，需要具备工程化服务等高度专业性的孵化扶持，帮助企业构建制造能

力，解决在工程化过程出现的难题。然而目前大多数孵化器，即便是科技孵化器，并未提供技术创业企业的

工程化服务，能力也并不能满足智能制造创业企业的工程化孵化需求（黄涛和李光，2005；殷群，2008；王丹和

姜骞，2019），相关研究应当受到充分重视。

为了探索智能制造创业孵化器的核心能力及其构建机制，本文对智能制造领域的典型孵化器——洪泰

智造，从动态匹配视角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智能制造领域创业企业的孵化需求集中体现在工程化过程中，

主要包括市场对接、资源支持与生产规划三个方面。针对被孵企业的需求，孵化器需要具备工程化感知能

力、工程化利用能力和工程化再配置能力的工程化核心能力来应对企业的需求。基于此，本文还归纳出了智

能制造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的构建机制，其中包含了结构性构建机制和功能性构建机制。本文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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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丰富了孵化器的核心能力及构建机制研究，还将为智能制造的孵化实践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智能制造领域的创业与孵化

孵化器构建核心能力的目标之一是提高被孵企业的创业成功率，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智能制造是典型

的高技术产业领域。这样领域的创业活动具有高投资、高风险、技术迭代快、潜在收益大等特征（Zhang和White，
2016）。智能制造领域的创业孵化研究，一方面要关注该领域的高技术创业一般特征；另一方面还需关注智能

制造的具体特点，例如智能制造领域更注重对于制造能力的构建（高歌，2017），被孵企业的技术往往具有很强

的交叉性（路甬祥，2010；熊有伦，2013；周济，2015）。因此，除面临资源约束（祝振铎和李新春，2016）、合法性缺

失（俞园园和梅强，2014；厉杰等，2018；彭伟和金丹丹，2018）等新进入缺陷和小规模障碍带来的局限之外（Zhang
和White，2016），智能制造创业企业主要面临的是工程化环节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此前的研究表明，工程化过

程的顺利与否成为影响智能制造领域企业成功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张映锋等，2019）。

（二）核心能力与孵化器核心能力

Prahalad和 Hamel（1990）研究指出，核心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之源，企业核心能力的主要目标是以

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现实与潜在需求为最高准则，以企业家为首的高层管理团队为核心，依靠以知识工作者为

主体的公司员工的共同参与，进行战略规划，再通过战略规划的实施、监测、反馈和调整，最终获得持续竞争

优势（王毅等，2000；许可和徐二明，2002；黄群慧，2002）。有关核心能力的研究，学者们也有着各异的观点，

例如整合观（Peteraf，1993）、网络观（倪渊，2019；Klein et al，1998）、协调观（郑胜华和池仁勇，2017）、知识载体

观（刘冀生和吴金希，2002；Kuei et al，2020）、元件⁃架构观（Henderson和 Cockburn，1994）、系统观（金碚，

2001）等，每种观点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有的关注对企业不同技能的整合（彭新敏等，2021），有的关注各种资

产与技能的协调配置（周翔等，2018），有的关注对产品平台的作用（吴画斌等，2019）。

尽管也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小微企业、创业企业的核心能力研究（Hee和 Daisy，2018），然而，以往研

究较少结合核心能力视角去研究孵化器。孵化器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企业，面对的客户是创业企业，孵化器

通过为创业企业提供相应的支持以形成自身的持续竞争优势。部分文献从核心能力视角出发研究了孵化器

的战略能力（Zedtwitz，2003）、服务能力（Vanderstraeten和 Matthyssens，2012）、管理能力（Kim等，2020）、成长

催化能力与服务增值能力等（霍国庆等，2012），但总的来说，关于孵化器核心能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基于智能制造领域对孵化器的工程化核心能力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孵化器如何获得并维持持续竞争

优势，也将对产品导向的企业孵化工作产生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动态匹配视角

作为权变理论的延伸和修正，动态匹配将企业看作开放式系统，强调了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回

答了企业是如何更好地与市场环境进行主动匹配和共同演进的（Gebauer et al，2010；Lawrence和 Lorsch，
1967；Jelinek和 Burstein，1982）。权变理论将组织与环境的匹配作为重点关注，认为环境因素能够推动企业

核心能力的构建与变革（Gebauer et al，2010），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结构匹配和功能匹配（Zajac et al，2000）。

结构匹配是指企业可以通过对网络位置、渠道布置、组织结构等显性资源进行结构性变化来获得关键性制约

资源，使得企业匹配出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Teece，2007）；功能匹配是指企业通过组织学习、价值链迁移等

方式实现对隐性资源进行变革，进而从环境适应性的角度发展出相应的核心能力（Teece，2007）。

动态匹配视角能够帮助理解企业是如何参照环境进行解构、重置和跃迁，构建出与环境相匹配的核心能

力的（Douma et al，2000）。就孵化器而言，被孵企业的孵化需求就是孵化器要满足的客户需求。孵化器需要

深入了解和认知被孵企业所面临的困难，通过对自身资源的规划、调整来调和被孵企业需求和孵化器核心能

力的失衡，实现二者间的匹配，进而发展出核心能力。

三、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方法

本文拟回答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智能制造领域的创业孵化器如何构建工程化核心能力？”，属于回答“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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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how）”类型的问题。该研究问题较为新颖，以往较少有人探讨智能制造孵化器或科技孵化器的核心能

力，更是极少讨论工程化核心能力。因此无法依赖于原有的文献和以往的经验证据，适用案例研究来尝试解

答（Eisenhardt和 Graebner，2007）。案例研究善于针对新颖的研究现象提炼和归纳理论逻辑规律（黄江明等，

2011）。

基于此，本文选择了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该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在系统性

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构建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范畴，然后对范畴之间的联系进行归纳和整理，进而完善或

提出新的理论。这种方法本质上既是现象驱动，又是数据与理论反复比较的过程，一方面保证了研究结论的

信效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

（二）研究对象

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形成理论（Eisenhardt和 Brown，1998；Yin，2002），而不是对理论进行验证。因此所选

取的案例应当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本文选择洪泰智造集团（以下简称“洪泰智造”）作为研究对象。理由如

下：首先，洪泰智造是一家典型的智能制造领域的孵化器。洪泰智造由洪泰基金于 2015年创办。自创办以

来，该孵化器一直深耕智能制造领域的孵化工作，服务企业超过 3000家，深度孵化企业 300余家，先后获得了

“2018创新典范：创新服务平台”“2020江西科技创业孵化贡献奖”等荣誉，受到业内一致的认可，可以说，洪

泰智造在广泛的孵化实践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其次，洪泰智造是一家建立了孵化核心能力的孵化器。洪

泰智造一直在探索智能制造领域的孵化能力建设，现已建立起以“智造工场”“凌波系统”为代表的服务体系，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孵化能力。最后，研究团队自 2016年以来一直与洪泰智造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为本

文开展深度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现场观察、公司档案文件及宣传资料收集整理等方式进行了数据的收集。多样

化的数据来源有利于保证数据的完整度与丰富度，也可以为研究者带来多样化的视角，不同来源的数据之间

也可以形成三角验证，提高案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Yin，2002）。

为了获取全面准确的案例一手资料，研究团队对洪泰智造的北京总部、成都智造工场和南昌智造工场进

行了多次参观和深度访谈。选择上述三个单位作为数据收集对象主要有以下考量。第一，北京总部是洪泰

智造的战略中心，负责结合行业现状、集团发展目标和现有资源对洪泰智造的整体战略布局进行规划，工程

化核心能力的构造是以企业资源为主的，研究其构建过程要求研究这有更加全面的视角，此外，以技术服务

团队为代表的许多具有通用性、能够线上整合的工程化资源也主要集中在北京总部。第二，成都智造工场是

目前洪泰智造中生产硬件设备最先进的基地，同时，成都拥有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重要科研力量，在智

能制造领域有良好的科研基础，地方政府非常支持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技术产业的发展，当地智能制造领域的

创业活动非常活跃；第三，南昌智造工场是洪泰智造目前为止占地最大、配套设施最完备的实地空间，同时配

备了洪泰智造的智造社区服务，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洪泰智造工程化服务的全流程视角。此外，洪泰智造的创

始合伙人在访谈的过程中也确认上述三地基本覆盖了洪泰智造的孵化服务布局，能为研究团队一手材料的

完整度提供较大的帮助。

基于此，研究团队在三个地区的洪泰智造进行了 19人次的半结构化访谈。其中包含了洪泰智造的经营

管理层、投资部门、孵化部门的专业工作人员，以及各个地区的被孵企业。每次访谈中，均有两位研究人员在

场，其中至少一位具备工程技术背景。在访谈过程中，研究人员严格按照意识流式评注进行现场记录，并在

征得受访对象的同意后，进行访谈全程录音，访谈结束 24小时内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记录。有关访谈人员情

况见表 1。
为确保访谈问题与访谈主题的一致性，研究团队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针对不同访谈对象设计相

应的访谈问题列表。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来灵活调整访谈提纲，以在访谈过程中更加高效、准确的获

取信息。二手资料来源则主要分为洪泰智造提供的内部资料与研究团队获取的外部信息两种。为确保外部

信息的真实可信，研究团队先进行了广泛的信息检索，并与内部数据和访谈内容逐个对比，将趋同的部分用

于三角验证，将相悖或无交叉的部分交由洪泰智造内部工作人员进行核对修正，确认无误后再加入案例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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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访谈对象及核心内容

访谈对象

洪泰智造
孵化器
（I）

洪泰智造
被孵企业

（E）
合计

受访者职位及编号

管理
团队

投资
部门

孵化
部门

被孵企业（EA1）
被孵企业（EA2）
被孵企业（EA3）
被孵企业（EA4）
被孵企业（EA5）

创始合伙人（IA1）
合伙人（IB1）

智造工场总经理（IC1）

投资经理（ID1）
投资经理（ID2）
投资经理（ID3）
投资经理（ID4）

运营总监（IE1）
智造经理（IF1）
智造经理（IF2）
项目经理（IG1）
技术总监（IH1）

凌波系统负责人（II1）

核心访谈内容

洪泰智造发展历程、战略定位和竞争优势
洪泰智造核心业务和部门设置

智能制造行业特征、创业企业常见痛点
智造工场模式起源及现有服务规划

洪泰智造的未来发展规划

洪泰智造投资部门的工作内容
智能制造创业企业的特征和痛点

智能制造创业企业痛点的解决方法
洪泰智造的工程化服务形式及分工
洪泰智造与被孵企业的互动方式

洪泰智造具体案例的工程化服务情况

智造工场的业务内容和配备资源
智造工场对被孵企业的服务效果

智造工场为被孵企业解决问题的具体案例
技术服务团队的业务内容和配备资源
技术服务团队对被孵企业的服务效果

智造工场为被孵企业解决问题的具体案例
凌波系统的业务内容和服务效果

洪泰智造为被孵企业提供的其他孵化服务

企业在研发优化、试产与量产过程的困难
企业在各个过程解决困难的方式

企业解决困难过程中洪泰智造的作用
企业使用了洪泰智造的哪些服务

企业对洪泰智造服务的评价和建议

访谈人次

4人次

4人次

6人次

5人次

19人次

访谈时间

73分钟

183分钟

174分钟

134分钟

565分钟

录音字数

2.01万字

5.43万字

5.12万字

4.32万字

16.88万字

（四）数据分析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关键的步骤是对搜集资料进行编码，首先将搜

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和归类，然后将这些资料进行打碎、整理和重组，形成概念、提炼范畴及挖掘意义

（Strauss和 Corbin，1998）。本文研究团队一共得到 368 条有效资料，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开放式编码、主轴编

码和选择性编码，图 1展示了团队归纳“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的过程，其他核心范畴也一样，但受限于篇幅

不再以图展示，而在研究发现中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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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结构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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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结合相关文献对搜集的原始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贴标签和提炼的过程，目的是通过深

入挖掘原始材料归纳出特定的概念和范畴。为确保数据的准确与客观，尽量减少研究人员自身的偏见和对

材料的影响，本文尽可能对资料进行了打散处理，在使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标签进行初始概念的发掘。

在对资料进行范畴化整理的过程中，仅保留了重复频次在 3次及以上的初始概念，对于极少数前后矛盾的初

始概念也通过与访谈者进行二次对比的方式进行了确认，从初始概念中抽取出了 20个范畴。表 2列出了部

分初始概念和范畴内容。

表 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示例）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Aai）
Aa2：设计与生产一定要以客户为导向

Aa3：了解客户需求后设计方案
Aa5：团队对客户具体使用情境了解不充分

Aa14：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容易变化
Aa17：随时修改设计和生产方案

Aa21：团队缺乏过程灵活迭代的经验

Aa32：创业者早期还是面临比较强资金约束的
Aa41：创业者因为产品产量上不去，所以议价权很低

Aa42：需要在生产线、物料等资源上控制成本

……

Aa254：开放心态鼓励员工参与和业务相关的对外交流，能够完善服务内容
Aa267：强调终身学习，不断在学习的过程中推动发展

子范畴（Ai）
客户定制对接（A1）

过程灵活对接（A2）

资源成本控制（A3）
……

组织间学习（A20）

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目的是进一步提炼出具有明确逻辑关系的内容，减少数据量，本文根据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

关系和相互联系对前文所得范畴进行归类，将具有相似主题的范畴归为一类，形成主范畴。研究最终归纳出

8个主范畴，主范畴及其对应的开放式编码范畴示例见表 3 所示。

表 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示例）

主范畴

……

结构性构建机制

……

子范畴

……

合作网络嵌入（A15）
模块化资源整合（A16）
组织结构变革（A17）

……

范畴的内涵

……

孵化器基于过去的合作和联系，通过战略联盟等方式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正
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并获得诸多重要的资源和社会资本

通过物料模块、人力模块、硬件模块等资源模块化设计，孵化器提高了资源的
配置速度，对企业的需求实现了更快的感知和回应

孵化器形成相对高效、灵活、极具适应性和创新性、并且具备较强自我修复能
力的新型组织建设机制和员工管理机制

……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将分析结果聚焦到与之相关的编码上，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

及其他范畴的联结关系，从而梳理出一条逻辑主线，将提炼归纳出来的所有内容串联起来。本文共得到智能

制造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智能制造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和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构建机制三个核心范

畴，并在研究发现部分详细介绍了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本文采用了动态匹配的视角对智能制造创业孵化器进行了研究。动态匹配视角强调了组织与环境的匹

配，能够解释企业是如何参照环境构建出与环境相匹配的核心能力的（Douma et al，2000）。对于孵化器而

言，满足被孵企业的需求能够促进被孵企业成长，进而提高孵化绩效。因此，孵化器的核心能力能够实现对

被孵企业需求的满足，核心能力的构建机制就是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机制。因此，结合案例材料，本文从

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智能制造被孵企业的工程化需求，智能制造孵化器的工程化核心能力，以及智能制造孵

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的构建机制。

（一）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
在对智能制造被孵企业需求的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通过归纳发现在为被孵企业提供工

程化服务时，孵化器需要满足被孵企业在市场对接、资源支持、生产规划三个维度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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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通过案例访谈发现，市场对接是被孵企业工程化的开端，且对工程化过程有着重要影响。洪

泰智造的被孵企业提到，对于智能制造创业企业而言，客户订单的获取和完成能够帮助企业缓解成本负担、

产生利润、带来良好的口碑宣传。企业首先会从客户端接收定制化订单，并明确产品的定制化功能，然后结

合客户定制功能，明确自身具备该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能力后，才开始进行小批量生产方案的设计。但是，进

一步分析数据后发现，在智能制造领域，客户定制程度往往较高，企业必须根据客户的使用情境优化产品设

计和生产；其次，创业企业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生产产品的元器件方案、设计方案和生产方案

以匹配客户使用情境。因此在需要较长时间内进行灵活性调整和迭代反馈。基于此，本文将包含“设计与生

产一定要以客户为导向”“了解客户需求后设计方案”“团队对客户具体使用情境了解不充分”等信息的数据

进行范畴化，得到了“客户定制对接”的子范畴；同时，将包含“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容易变化”“随时修改设计和

生产方案”“团队缺乏过程灵活迭代的经验”等信息的数据进行范畴化，得到了“过程灵活对接”的子范畴。由

于这两个子范畴都是在讨论企业在对接市场和客户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因此，本文将之归类为“市

场对接需求”主范畴。也就是说，本文认为被孵企业需要孵化器帮助进行市场对接，了解使用情境，确定产品

参数，获取最终订单。

其次，案例数据显示，资源支持也是洪泰智造和被孵企业十分关注的需求。被孵企业访谈对象多次谈

到，作为创业企业，在面对物料供应商与代工产线时，往往议价权小，也难以与稳定、优质和低价的对象实现

合作，难以整合供应链。此外，在具体的加工过程中，创业企业还需要专业性较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企业也

受限于资金约束，难以支持生产线、检测设备等高投入的固定资产，而租用这些资源又需要辗转于不同的地

域。基于此，类似“客户对接需求”的归纳过程，本文从数据中范畴化出“资源成本控制”和“专业资源搜索”这

两个子范畴，由于这两个范畴展示了企业对资源不同方面的需求。因此，本文将之归类为“资源支持需求”主

范畴。也就是说，本文认为被孵企业需要孵化器提供资源支持，缓解企业资源约束，降低工程化成本，提高工

程化速度。

最后，本文发现被孵企业在生产规划方面也存在服务需求。智能制造的被孵企业访谈对象常常提到，在

工程化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可调度资源，以满足未来的订单和销售计划为目标，规划出不同生产时期

的最佳产出率与存货水平，并以生产方案、设计优化方案等交付物形式在团队内进行知识传递和标准普及。

然而智能制造创业企业在早期通常欠缺设计、生产等工程化经验，很难从全局观出发对工程化过程进行规

划，团队内部也较难实现对工程化活动的支持和配合，加之企业还不足以分化出专门的工程化职能部门，难

以跟研发和设计团队进行沟通和知识整合。此外，对于智能制造企业来讲，单次试产通常需要付出较为昂贵

的物料和生产线成本，也意味着带来了较高的试错成本。基于此，本文同样通过数据范畴化得到了“生产细

节掌握”和“试错成本负担”的两个子范畴，由于这两个范畴都在讨论企业在生产规划过程中需要具备的能力

和面临的困难，进而将之归类为“生产规划需求”主范畴。也就是说，本文认为被孵企业需要孵化器帮助进行

生产规划，这能够缩短企业的生产周期，提高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基于智能制造被孵企业的特征和需求，本文将“市场对接需求”“资源支持需求”和“生产规划

需求”三个范畴聚合成核心范畴，即“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证据事例见表 4。
表 4 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的证据事例

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

市场对接
需求

资源支持
需求

生产规划
需求

客户定制对接

过程灵活对接

资源成本控制

专业资源搜索

生产细节掌握

试错成本负担

证据事例（典型援引）

“像智能制造的很多产品，客户定制的程度非常高，通常需要团队准确的了解客户和市场的需求，才能设计出卖
得出去的产品”

“和我们这行的客户打交道，就意味着要做好随时改变产品设计和生产细节的准备，因为我们经常需要根据客
户的使用情境来决定”

“创业者早期还是面临比较强资金约束的，议价权又很低，所以很需要在生产线、物料等资源上控制成本”

“我们的资源专业性程度太高了，有时候是找不到资源的渠道，这个还是很影响我们的”

“我们团队没有生产经验，所以就很不清楚接下来该怎么走……很难找到有人能把规划的细节都教给我们，我
们需要去掌握这些细节”

“你看我们这种设备，一套几十万，一旦中间出了什么差池，就影响很大，我们不希望白花钱”

（二）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
通过分析案例数据中孵化器满足企业需求的一系列活动，本文发现孵化器应具备工程化核心能力，主要

包括感知能力、利用能力和再配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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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洪泰智造平台搜集的数据反映出，洪泰智造会从多个源头进行企业的工程化需求获取，投资经

理在企业入驻前便会沟通并了解部分需求，项目经理则是在企业进入孵化器后全面、系统地获取被孵企业的

需求，同时在各个工程化阶段均有专家随时与企业沟通需求；另外，洪泰智造也采用了专家评审咨询的方式

来对企业的需求进行专业化分析，例如在北京的技术服务团队中就有技术总监和多位全职专家专门为全国

各地的被孵企业提供技术评审和产品优化咨询；此外，洪泰智造会对需求进行归类并对共性需求进行批量回

应。洪泰的智造经理提到，孵化器里的被孵企业差异都是比较大的，但是企业间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共性，例

如供应链、生产线、生产工人团队等。因此他们会将部分企业的需求进行合并处理，这会带来孵化成本的降

低。基于此，本文将包含“投资经理获取需求”“项目经理获取需求”等信息的数据进行范畴化，得到了“多源

头数据获取”的子范畴，将包含“技术专家对设计方案的评审”“生产专家对生产方案的修改”“生产专家实地

指导生产活动”等信息的数据范畴化到“专业化分析”的子范畴，将包含“不同企业间存在类似需求”“不同需

求之间存在共性内容”等信息的数据范畴化到“共性需求处理”的子范畴，由于这些范畴都在讨论孵化器是如

何感知企业的需求的。因此本文将之归类为“工程化感知能力”这个主范畴。也就是说，本文认为工程化感

知能力是工程化核心能力的一种，孵化器需要对被孵企业在工程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准确、即时、深

入感知的能力。尽管被孵企业均为智能制造领域的创业企业，但随着具体行业、发展阶段等的不同，被孵企

业之间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就算是同一家被孵企业的需求，也存在主次和大小的区分。在这种具

备较高专业性的领域，孵化器需要具备较好的需求识别能力才能够保障孵化的精确度和效率。随着孵化器

工程化需求识别能力的提升，就算企业面临市场对接困境，孵化器通过准确地获知被孵企业的发展痛点，实

现“对症下药”来帮助企业实现成长。

其次，洪泰智造在资源利用方面的数据也引起了研究团队的关注。洪泰智造配备了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硬件设备，成都的生产线核心设备均为进口，属于业界稀有资源，同时南昌配备的生产设施能满足企业将近

全部的测试和生产需求，同时价格会比市场价低 20%；此外，洪泰智造还会将获取的内外部资源进行性质和

内容的分析，以开放的态度获取资源，并明确这些资源对应的企业需求和对接途径，例如，若被孵企业的生产

需求高于的产线负荷时，洪泰会以中介身份主动、积极地为被孵企业对接优惠稳定的外部合作工厂。类似

地。本文通过数据进行范畴化，得到了“内外部资源获取”和“面向企业对接”的子范畴，由于这两个范畴在讨

论孵化器是如何获取和配置资源的。因此本文将之归类为“工程化利用能力”。也就是说，本文认为孵化器

需要具备工程化利用能力。孵化器比起被孵企业，具有更多的行业资源、更好的品牌效应和特有的规模优

势，随着工程化利用能力的提升，孵化器能够以合理的成本水平快速地调度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为被孵企业

提供的更加多元、低廉、稳定和便捷的资源服务，满足被孵企业的需求。

最后，针对洪泰智造搜集的信息还显示，平台在满足了被孵企业的现有需求之后，便会判断企业之后的

走向，进行企业的潜在需求预测。例如，洪泰智造在企业的每个工程化关键环节都设置一名专业的负责人来

保障工程化顺利开展，期间负责人会及时、深入地了解企业的成长状态，并作为专业人士对企业下一步的需

求进行判断，除此之外，洪泰智造的凌波系统作为项目管理工具，将新产品开发的环节进行了科学、详细的划

分，能够帮助孵化器跟踪企业的发展进度，判断企业下一个步骤的可能需求；此外，根据企业的潜在需求，洪

泰智造会摸索现有的欠缺资源，确定资源获取的方向和时间规划，智造经理告诉研究团队，洪泰会考虑到被

孵企业对专业生产团队的需求提前进行专业生产团队招募和培训；洪泰智造在进行工作规划时，还会将内外

部资源，包括被孵企业的资源进行了整合规划，将产业联盟、大企业、政府活动等进行了整合规划，实现共创

性再配置。类似地，本文通过数据进行范畴化，得到了“潜在需求预测”“欠缺资源摸索”和“共创性再配置”三

个子范畴，由于这三个范畴都在讨论孵化器是如何进行资源重构的。因此，本文将之归类为“工程化再配置

能力”。也就是说，本文认为孵化器需要具备工程化再配置能力。作为被孵企业成长环境和支撑机构，孵化

器只有在比被孵企业具有更全面、更灵活、更长远的再配置能力时，才能帮助被孵企业在之后应对制定生产

规划的瓶颈时降低时间和经济成本、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工程化感知能力”“工程化利用能力”和“工程化再配置能力”三个范畴都展示了孵化器在孵

化过程中提供服务的竞争优势。因此本文将之聚合成核心范畴“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证据事例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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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的证据事例

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

工程化感
知能力

工程化利
用能力

工程化再
配置能力

多源头数据获取

专业化分析

共性需求处理

内外部资源获取

面向企业对接

潜在需求预测

欠缺资源摸索

共创性再配置

证据事例（典型援引）

“我们有项目经理、投资经理、智造经理等，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角度去收集企业的信息和需求”

“对于工程化这个环节吧，我们很注重专业的分析，比如说，技术专家就关注技术和设计的优化需求，生产专家
就关注生产过程的需求”

“我们通常能够将不同企业之间的共性需求合并感知和处理，比如说 A企业需要的物料，因为 B企业和 A企业
产品类似，所以我们会认为 B企业也需要”

“洪泰自己的资源，包括测试设备、生产线等都非常的优质……也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去获取外部的资源”

“光有资源不行，怎么给到企业，企业要怎么用，这其实是一件比较考验孵化团队能力的事情”

“基本上我们会往后看企业需要什么，比如说企业现在生产比较顺利，我们可能就会想到他会需要更大的生产线”

“如果我们发现他接下来需求的资源，是我们平台欠缺的，我们就会去购置，或者寻找合作伙伴”

“为了更加快速、全面的应对企业的需求，我们会构建一些合作联盟，形成这种双赢的合作关系，就更方便我们
重组自身的资源结构”

（三）工程化核心能力构建机制

智能制造孵化器为了促进被孵企业的成长，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构建核心能力，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

与企业持续竞争的优势。本文基于动态匹配视角，结合案例材料分析发现，在智能制造领域，智能制造孵化

器构建工程化核心能力的方式主要包括结构性构建机制和功能性构建机制：结构性构建机制包含了合作网

络嵌入、模块化资源整合和组织结构变革等机制；功能性构建机制包括管理者认知、知识共享、组织间学习等

机制。

1. 结构性构建机制

关于洪泰智造的调查材料显示，洪泰智造会以大企业联盟、供应商联盟、生产线联盟、产学研合作网络、

政府联盟等多种方式来构建合作关系。大企业联盟帮助孵化器为被孵企业提供了产品的应用场景，供应商

联盟则是直接成为企业物料来源，生产线联盟是在孵化器无法承担企业日益扩大的产量时为其提供实惠优

质的生产线，产学研合作网络能够帮助企业优化其产品技术和设计，而政府则可以为被孵企业提供了合法

性。这些证据都表明了孵化器会通过加入合作网络来探索并获取资源。因此，本文将洪泰智造建立合作关

系的相关数据都范畴化到“合作网络嵌入”这个子范畴中。以往研究也展示，合作网络嵌入是指孵化器基于

过去的合作和联系，通过战略联盟等方式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杨博旭等，2019）。

网络嵌入能够为孵化器提供诸多重要的资源和社会资本。

其次，洪泰智造提到，通过物料模块、人力模块、硬件模块等资源模块化设计，孵化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

速度，对企业的需求实现了更快的感知和回应。例如，洪泰智造设计了技术服务专家团和生产服务专家团实

现了对人才的模块化处理，技术专家和生产专家分别在企业的产品优化环节和生产环节为之提供咨询和评

审服务，基于他们的专业性和需求解决板块的明确性，被孵企业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快的解决。再如，洪泰智

造将物料模块资源整合为线上电商平台，这不仅让被孵企业寻找供应商更加便利，同时也可以引导更多新的

物料资源方加入。类似地，本文将相关的数据范畴化为“模块化资源整合”的子范畴，认为孵化器可以通过模

块化资源整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资源能够转变成独特的能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

优势的源泉（Terziovski，2010）。资源模块化整合不仅能帮助企业高效利用现有资源，还能为企业识别和开

发潜在的资源提供基础。

最后，本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洪泰智造通过凌波系统开发工具，以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打破了

部门之间和地域之间的组织边界，通过凌波系统任何部门均可以了解生产开发的流程和信息，同时孵化团队

也可及时了解企业情况，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传递的效率；同时，洪泰智造不同地域的孵化器也可以通过凌

波系统实现对复杂的技术生产信息的有效沟通，激发了员工创造力，能够快速、准确掌握企业需求并把握市

场动态。再如，洪泰智造通过分权实现了自组织管理，生产部门、技术服务部门等工程化关键部门总监均拥

有较大程度上的决策权、分配权和用人权，能够有效的实现在复杂企业需求前的动态回应，能够快速适应外

界环境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将这些提及“打破组织边界”“平台化运作”和“自组织化管理”等方式的数据范

畴化为“组织结构变革”这个子范畴，认为孵化器可以通过组织结构变革来适应企业需求变化并加快运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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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往文献也提出，组织结构变革是指企业在技术革命和需求变化的双重驱动下，形成相对高效、灵活、极

具适应性和创新性、并且具备较强自我修复能力的新型组织建设机制和员工管理机制（侯宇和胡蓓，2019；陶
秋燕和孟猛猛，2017）。组织结构变革通过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能有效提升企业绩效（王喜刚，2016），同时组织

结构变革可以协调其内部一致性，加快运作效率，保持企业组织机构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组织绩效

（Eisenhardt和 Brown，1998）。

基于“合作网络嵌入”“模块化资源整合”和“组织结构变革”三个子范畴，本文发现，这些范畴与动态匹配

理论中通过对网络位置、渠道布置、组织结构等显性资源进行结构性变化实现结构匹配的逻辑存在一致性

（Zajac et al，2000；Teece，2007）。因此将这三个子范畴归类至“结构性构建机制”的主范畴，认为孵化器通过

结构性构建机制，能够获得关键性制约资源，进而形成与被孵企业需求匹配的能力。

2. 功能性构建机制

首先，本文分析了洪泰智造中关于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团队的数据，发现洪泰智造的创始合伙人 IA1
拥有着多年的制造领域工作经验，对工程化环节的深度认知使其敏锐的意识到了被孵企业的需求重点。因

此，他将智能制造孵化重点集中在企业的工程化环节，并利用社会关系整合工程化资源，结合工程化特征设

计了组织架构。而中层管理者在被赋予部分决策权后，凭借其工程化工作经验和被孵企业的沟通经验，能够

感知更加细节的企业需求并提供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案。类似地，本文将有关于管理者对工程化理解和经验

的数据范畴化为“管理者认知”这个子范畴，认为孵化器管理者认知会影响工程化服务的竞争优势。管理者

认知可被解构为环境感知与观察、问题解决与推理、社会认知与沟通三个维度（Helfat和 Peteraf，2015）。孵化

器内存在着“管理者认知⁃组织能力⁃战略选择⁃组织绩效”的传导机制（Eggers和 Kaplan，2013）。因此管理者

认知对孵化器形成工程化核心能力，提高孵化绩效至关重要。

其次，洪泰智造还利用凌波系统、平台微信群、跨部门会议等方式实现了孵化器内部门之间的工程化知

识共享，利用吃糖会、专题讲座、被孵企业微信群、补贴易等方式实现了孵化器内被孵企业之间的工程化知识

共享，利用凌波系统、项目沟通经理等方式实现了孵化器部门和被孵企业之间的工程化知识共享。类似地，

本文将这些涉及知识共享的数据范畴化为“知识共享”这个子范畴，认为孵化器可以通过知识共享能够加速

工程化核心能力的形成速度。知识共享是员工获取和提供关于产品和技术的信息、经验和知识的过程，作为

最重要的与知识相关的活动，知识共享将影响其他知识活动，如知识整合和知识创造（Hansen，2002）。孵化

器内的部门在工程化的不同阶段拥有各异的知识专长，推动部门、企业、个体三个层面间的交流与合作，鼓励

共享彼此的专长知识，能够促进知识的快速消化和应用，有利于整合、创造新的工程化服务知识。

最后，洪泰智造通过年度大会、跨地交流等方式加强了内部员工和联盟内其他外部机构的互动，还以参

与研究课题的行使获得学术界的实践建议，这种方式帮助洪泰智造获取了外部的孵化知识和工程化信息，进

而不断优化了孵化模式和流程。类似地，本文将这些提及学习组织外部知识的数据范畴化为“组织间学习”

这个子范畴，认为孵化器可以通过组织间学习完善了内部成员对工程化核心能力的理解，并提升工程化决策

效果。组织间学习是企业与其他组织为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双边或多边的相互学习过程（Hartley和
Allison，2010），孵化器能够通过组织间知识的共享和传播，可以快速获取合作伙伴的知识资源来强化自身的

竞争力（张红兵，2013），服务数目更多、行业更丰富、成长阶段更多元的被孵企业。

基于“管理者认知”“知识共享”和“组织间学习”三个子范畴，本文发现这些范畴与动态匹配理论认为组

织可以以组织学习、价值链迁移等方式实现对隐性资源进行变革实现功能匹配的逻辑存在一致（Zajac et al，
2000；Teece，2007）。因此，将之归类至“功能性构建机制”的主范畴。进一步的，本文将“功能性构建机制”和

“结构性构建机制”两个主范畴聚合为“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构建机制”的核心范畴，证据事例见表 6。
通过分析案例数据，本文最终归纳出“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和“孵化器工程化

核心能力构建机制”三个核心范畴。结合动态匹配的理论视角，本文对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

现智能制造孵化器需要具备工程化核心能力来匹配被孵企业工程化需求，其中，孵化器是通过工程化核心能

力构建机制来形成工程化核心能力（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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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构建机制的证据事例

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构建机制

结构性构
建机制

功能性构
建机制

合作网络嵌入

模块化资源整合

组织结构变革

管理者认知

知识共享

组织间学习

证据事例（典型援引）

“我们会和产业端、科研机构等都形成联盟合作关系，尤其是要加入到整个产业网络中……我们会更容
易获取生产线资源、物料资源等”

“洪泰在很早开始，就以这种模块化的方式提供服务……模块化的资源就成了模块化的服务包，这个效
率就高很多”

“我们的各个部门其实都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其次的话，我们会通过各个方式鼓励不同部门、不同地区
之间的互动”

“我们乔总本身就是制造领域出身，对智能制造企业有着充分的理解，他非常了解我们应该如何去构建
竞争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也都有着充分的技术和制造经验”

“洪泰内部非常鼓励大家进行沟通，尤其是面对面、实地考察等方式的沟通，我们需要员工、企业都意识
到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对于和外界的交流，我们一直是开放心态，非常鼓励员工参与和业务相关的交流，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
完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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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制造孵化器工程化核心能力构建机制

五、结论

本文从动态匹配视角出发，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发现了智能制造领域创业企业的孵化需求，归纳了该

领域孵化器所需要具备的工程化核心能力，提出了孵化器根据企业需求来利用动态匹配的方式构建企业核

心能力的机制。智能制造孵化器面临着来自市场对接、资源支持、生产规划三个维度上的需求。这种需求是

刺激洪泰智造发展出工程化核心能力的外部环境。智能制造孵化器通过工程化核心能力，包含了感知能力，

利用能力和再配置能力来实现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对企业需求进行快速、准确的回应。孵化器构建工程化核

心能力的机制，包括结构性构建机制和功能性构建机制，其中结构性构建机制包括合作网络嵌入、模块化资

源整合和组织结构变革，功能性构建机制包括管理者认知、知识共享和组织间学习。该构建机制通过对被孵

企业需求的动态匹配，完成了洪泰智造工程化核心能力的构建。本文将核心能力引入到创业孵化领域，完善

了对孵化器孵化能力及其构建机制的研究，对智能制造创业孵化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有待将来研究进一步完善。首先，尽管本文中选择的企业在该领域具有典型

性，但受到案例企业数量和调研过程中的局限，抽象出的理论深度和效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未来可以进行

多案例分析，以进一步完善。其次是从时间轴的纵向维度来看，本文所研究的企业的生存时间长度还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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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核心能力构建机制的研究来说，还需要进行更为长期的观察，才能够进一步提炼出机理层面的结论。因

此未来还需在更长的纵向时间维度中开展追踪研究。最后，本文是一项探索性研究，普适性和解释力还需要

在未来通过更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来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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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re Competence Building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Business Incubator

Ma Qian1，Yang Delin1，Zou Ji2，Qiao Huijun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 and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Aero⁃Engine，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3. Hongtai Zhizao（Qingdao）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Qingdao 266000，Shandong，China）

Abstract：A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serving start⁃up firms，incubators should build their core competenc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cubated firms 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m，finally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incubators themselves. Apluslabs，as an
incubator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can be used to conduct a cas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specific incubation need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tart⁃ups mainly occur in the engineering stage， including market docking， resource supporting and
production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incubated firms，Apluslab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t of corresponding engineering
core competence， including engineering perception capability，engineering utilization capability and engineering reconfiguration
capability. Then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 are also analyzed. The introduction of
core competence theory into business incubation research can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core competence theory，but also guide the
practical incubation work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Keyword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core competence；engineering；dynamic matching

杨文涛等：

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的动因
——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杨文涛，史燕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从税收和融资约束两个角度考察了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的动因。实证结果表明，

国外经典的“税率差别理论”和节税动因均不能有效解释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租赁交易，小微企业采用融资租赁交易是为了缓

解自身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的影响以企业所处发展阶段、所在地区法治环境优劣

为条件。本文提供了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交易动因的经验证据，并从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角度提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

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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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其融资约束问题也是理论和实务界

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对策，包括关系型贷款（李琪和郭建强，

2016）、定向货币政策工具（钱水土和吴卫华，2020）、政府财税支持（吴莉昀，2019）、信用基础设施建设（齐结

斌，2020）、发展互联网金融（刘满凤和赵珑，2019）和供应链金融（彭伟明和邹辉霞，2013）新型金融业态、金融

科技（梁洪和张晓玫，2020）等。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经营受到重创，面临严重的现金流压力，这进一步增加

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现实难度。而融资租赁兼具融资和融物属性，作为一种新型中长期金融工具，与

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其本身的合约特性有益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市场经验表明，融

资租赁是中小企业满足自身设备和技术需求的重要融资途径，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融资溢价（杨汀和

史燕平，2018）。另外，国务院也出台了专项政策支持融资租赁业的发展，提出“引导融资租赁企业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产能转移等”①，以促进融资租赁更好地发挥经济功能。

随着融资租赁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们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研究了企业融资租赁交易的动因，取得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崔佳宁和史燕平（2014）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融资租赁在我国信贷

资源稀缺背景下成为企业获取融资的重要途径。周凯和史燕平（2016）采用我国 31个省份数据研究发现，我

国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增长是由社会融资需求推动的，而非设备投资需求。马文杰和丁剑平（2015）认为相比

国外租赁业发达国家，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的显著特征是以售后回租的形式为主，上市公司应用租赁融资的经

验证据表明融资约束不能解释我国企业租赁融资的动因，企业采用售后回租交易目的是为了增加企业的财

务灵活性。杨汀（2019）深入且全面地分析了我国上市企业利用售后回租融资的动机和后果，分别从规避去

产能政策视角、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视角、债务治理效应视角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将产能过剩、企业

“短贷长投”、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等体现我国特色的实践性问题纳入企业应用售后回租交易的理论解释。

刘畅和张姗姗（2019）关注上市企业在旧的租赁会计准则“两租”分离的模式下构造经营合同进行表外融资的

动机，研究发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争取客户而帮助客户构造经营租赁合同进行表外融资，并且当企业聘

请的事务所由小型变更为大型后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租赁的比重，这体现了我国审计行业诉讼风险较低的

现实背景下企业对租赁合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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