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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孵化器向前贯通创新链、向后链
接产业链，横向融合资金链和人才链，
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载
体，能够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孵化
和产业化，做优企业增量，促进高质量
就业，有效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孵化器
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创业孵化发展道路。目

前，全国孵化机构总数1.6万家，在全
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建设分支
机构，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高
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推动
经济快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023 年 3 月根据《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孵化器管理职责划入工业
和信息化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对孵化器发展赋予了

新使命、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需要对
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为孵化器发展
厘清思路、明确方向，进一步聚焦科技
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高水平
科技服务，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
要。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研、专家论
证以及征求各地方、各有关部门意见
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新版《管
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孵化器发展和统
筹管理进入新阶段。

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含加速器）是指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孵化科技型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宗
旨，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经营设施、创业辅导、技术支持、市场拓展、投资融资、管理咨询等专业服
务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印
发，旨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强化高水平科技服务，提升孵
化服务效能，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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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管理办法》综合考虑孵化器发展
现状、问题和趋势，契合当前发展实际
进行了系统性重构，旨在推动孵化器
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从提供
服务向构建创新创业生态转变。修订
思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功能定位上，突出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孵化科技型企
业、弘扬企业家精神，突出促进传统产

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
育，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是从管理体系上，推动原国家
级转为部级（标准级）孵化器，同时，聚
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培育对
标国际一流的部级（卓越级）孵化器，
引导各类资源要素集聚。

三是在认定标准上，标准级孵化
器更加注重服务能力和孵化绩效，卓

越级孵化器则强化产业属性、服务功
能等方面的能力，整合集聚创新资源，
构建创新创业发展生态。

四是在工作机制上，突出部省协
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全国孵化器规
划、政策、标准引导和监管，同时，引导
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和服务，加
大对孵化器的资金、人才等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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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的框架与重要调整是什么？

《管理办法》共7章29条，包括：第
一章总则，明确制定依据和管理职责，
以及孵化器定位、功能和目标。第二
章认定条件，明确部级孵化器实行达
标认定，卓越级孵化器实行择优认定，
并提出认定条件和要求。第三章认定
程序，明确孵化器申请、审核推荐、评
审认定、组织实施等程序要求。第四
章评价监督，明确孵化器绩效评价、日
常监督等要求。第五章变更与撤销，
明确经认定的孵化器变更和撤销的相
关要求。第六章促进与发展，明确促
进孵化器发展的相关措施，在政策支
持、能力建设、创新加速、统计调查、专
业化发展等方面要求。第七章附则，
明确参照管理、绩效评价、解释和废止
等相关要求。

《管理办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孵
化器的认定中，设置了标准级和卓越
级两类，这是本次修订中最大的调
整。其中，标准级孵化器对标原国家
级孵化器，实行达标认定，即达到规定
条件就可被认定为标准级。对于原国
家级孵化器而言，新设立的标准级条
件充分衔接原政策框架，保持了政策
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通过优化和提
高相关指标要求，推动原国家级孵化
器平稳过渡到部级（标准级）孵化器。
部级（卓越级）孵化器是对标国际一
流，择优认定，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领域，提供高标准专业化服务的创
新型孵化器。卓越级孵化器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坚持优中选优、总量控制，
通过政策引导和统筹布局，着力发挥

卓越级孵化器的标杆示范和引领作
用，推动前沿技术成果产业化。

从认定条件上看，标准级孵化器
结合新时期新要求，新增和优化了部
分指标，本质上更加注重孵化服务能
力和孵化绩效，包括：增加在孵企业新
增注册数占比、创新型企业占比、在孵
企业营收和研发投入增长率、孵化服
务收入占比等体现企业质量和孵化器
运营能力的判定条件；调整优化孵化
资金规模、毕业企业数量等指标条件；
适当降低场地面积、在孵企业数量等
规模上的要求。卓越级孵化器充分体
现强产业属性、强服务功能、强人才牵
引、强投资赋能、强加速效应五大方
面，通过专家评审择优遴选。

推动《管理办法》落实的管理措施有哪些？

《管理办法》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含加速器、众创空间）进行动态管
理。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认定部级
孵化器，包括标准级和卓越级。原则
上，每年组织一次孵化器认定工作。
同时负责制定全国孵化器规划、政策

和标准，开展孵化器统计调查和监测
分析等工作。关于评价监督，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另行制定孵化器绩效评
价标准，标准级孵化器每年进行绩效
评价，卓越级孵化器每 3 年进行复
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孵化器主管
部门负责本地区孵化器管理工作，结
合区域实际统筹布局孵化器发展，完
善政策支持体系，引导孵化器做优
做强。

自《管理办法》印发之日起至2027
年12月31日止为政策衔接过渡期，过
渡期内相关机构原有“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资格继续保留，同时可按

《管理办法》申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
技型企业孵化器”。过渡期结束后，未
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
化器”资格的原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不再保留相应资格。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衔接另行通知。

新认定的部级孵化器与原有国家级孵化器如何衔接？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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