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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的大学科技园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同

时也是高校不断改革创新的结果。

        大学科技园大致经过了起步探索（1989&mdash;1998年）、规范发展（1999&mdash;2009年

）、稳步推进（2010年至今）3大阶段。发展至今，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不断壮大、模式日益

多元、管理逐步规范，自身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阶段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

业化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园区建设，发展中国特设高等院校教育体

系，国内大学科技园区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2001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决定了首批&ldquo;

国家大学科技园&rdquo;，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22个大学科技园区。截止到2018年底，我

国共建成并认定国家大学科技园共计115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区累计创办企业数量超过一万家

。

        研咨询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特色大学科技园市场深度分析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四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特色大学科技园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特色大学科技园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学科技园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特色大学科技园市场竞争格

局。随后，报告对特色大学科技园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学科

技园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特色大学科技园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

国特色大学科技园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背景综述

第一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概念与理论

一、国家大学科技园概念

二、国家大学科技园基本理论

1、孵化器理论

2、增长极理论



3、三元参与理论

4、五元驱动理论

5、区域创新体系理论

第二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功能定位

一、国家大学科技园组织特性

1、创新性

2、服务性

3、依托性

4、缓冲性

二、国家大学科技园构成要素

1、创新资源

2、服务环境

3、人才机制

4、创业文化

三、国家大学科技园功能分析

1、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基本功能

（1）研发创新功能

（2）企业孵化功能

（3）人才孵化功能

2、大学科技园的衍生功能

（1）拓展和延伸大学的社会功能

（2）推动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3）推动创新性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盈利模式分析

一、国外大学科技园盈利模式分析

1、作价入股模式

2、全资经营模式

二、国内大学科技园盈利模式分析

三、国内外大学科技园盈利模式比较

1、管理体制比较

2、园企关系比较

3、科研项目比较



第四节 报告研究单位及研究方法

一、报告研究单位介绍

二、报告研究方法概述

1、文献综述法

2、定量分析法

3、定性分析法

4、案例分析

5、多角度分析

 

第二章 国家大学科技园相关利益主体合作机制构建分析

第一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利益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一、国家大学科技园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1、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政府关系分析

2、国家大学科技园与企业关系分析

3、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关系分析

4、国家大学科技园与科研机构关系分析

5、国家大学科技园与金融机构关系分析

二、国家大学科技园利益主体合作制度

1、产权制度

2、交易成本

3、合作与互惠制度

4、不完全契约理论

三、国家大学科技园政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

1、动力机制

2、激励机制

3、约束机制

4、利益分配机制

5、沟通与协调机制

第二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三元主体作用分析

一、政府在国家大学科技园中的作用

1、政府政策支持为了给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国家科研事

业和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些关于税收、人才引进以及创新优惠等相关政策来激励



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    国家大学科技园主要政策法规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颁布部门   

相关内容       2019年4月   《关于促进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科技部、教育部   

坚持资源集成、改革创新、开放协同以及分类指导等基本原则，强化对初创企业的投融资支

持，落实大学科技园相关税收政策。       2019年4月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办法》修订   科技

部、教育部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规范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和运行管理，提升国

家大学科技园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对国家大学科技园功能定位、认定条件、认定程

序等进行规范。       2018年11月   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

知   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教育部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国家级、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

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2018年5月   《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大学科

技园建设与发展的意见》   科技部、教育部   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将大学科技园纳入当地经济与

社会发展规划；鼓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规划、用地、财政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推进大学

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高等学校要充分认识大学科技园对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大学

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纳入学校整体建设与发展规划。       2017年11月   《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

和管理办法》   科技部、教育部   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加强和规范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和运行管理，明确国家大学科技园功能与

定位、认定与管理。       2017年11月   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   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

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

年4月30日，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增

值税。   

2、政府激励模式

二、大学在国家大学科技园中的作用

1、大学的人才输入支持

2、大学的知识输入和创新支持

3、大学的科研成果与项目开发支持

三、企业在国家大学科技园中的作用

1、企业的选择性作用

2、产业创新的承担者

3、投资与生产经营支持



（1）资金支持

（2）生产管理经验

（3）提高销售支持

第三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三元协同构建机制研究

一、国家大学科技园双边协同构建模式

1、大学-政府协同

（1）环境协同

（2）政策协同

2、政府-企业协同

（1）市场协同

（2）资本协同

3、企业-大学协同

（1）人才协同

（2）知识协同

二、国家大学科技园三元协同构建机制

1、三元协同构建的必要性

2、三元协同建构含义与内容

（1）观念协同

（2）目标协同

（3）创新协同

3、三元协同构建的机制特征

（1）高校参与机制

（2）政府参与机制

（3）企业参与机制

第四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分析

一、大学科技园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1、孵化功能与区域经济发展

（1）孵化人才与区域经济发展

（2）孵化技术与区域经济发展

（3）孵化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2、积聚功能与区域经济发展

（1）增强园区企业市场竞争力



（2）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服务功能与区域经济发展

二、大学科技园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阶段与类型

1、&ldquo;三联驱动&rdquo;的发展阶段

2、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类型

（1）产业链内嵌型

（2）产业链半紧密型

（3）产业链松散型

三、大学科技园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分析

1、基本模式与演绎

2、主要模式及其对比分析

（1）主要模式划分

（2）主要模式对比

四、大学科技园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实现路径

1、助推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2、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析

第五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产学研结合现状分析

一、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合作现状调研

1、大学科技园成果转化状况分析

2、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合作问题

（1）技术成果转化平台欠缺

（2）信息沟通交流渠道狭窄

（3）服务体系建设尚待加强

（4）投融资平台建设亟待加强

（5）孵化与产业化场地建设滞后

二、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平衡机制

1、建立科技园产出链的利益联动机制

2、以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园区运作水平

3、健全园区产学研结合的投融资体系

（1）多渠道争取政府科技经费投入

（2）设立大学科技园信用担保基金

（3）引入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公司



（4）开辟创业企业贷款绿色通道

（5）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创业孵化事业

 

第三章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及运营分析

第一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历程及特征

一、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阶段

1、发育萌芽阶段（1988-1991年）

2、初期成长阶段（1992-2015年）

3、快速发展阶段（2013-现在）

二、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特征

1、全国重点大学是创办主体

2、各级政府是积极倡导者

3、实现了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4、发展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1）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2）投资主体的多样化

（3）入园企业的多样化

（4）管理项目的国际化

三、中外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比较

1、中外大学科技园&ldquo;投入&rdquo;比较

2、中外大学科技园&ldquo;产出&rdquo;比较

第二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营状况分析

一、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规模

1、大学科技园数量状况分析

2、大学科技园人员状况分析

3、大学科技园场地面积

4、大学科技园资产总量

5、大学科技园成果分析

二、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企业状况分析

1、在孵企业数量

2、新孵企业数量

3、孵化基金总额



4、毕业企业数量

三、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状况分析

1、从业人员数量

2、在孵企业收入

3、在孵企业产值

4、在孵企业利润

四、国家大学科技园毕业企业状况分析

1、从业人员数量

2、毕业企业收入

3、毕业企业产值

第三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

1、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2、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的特征

二、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1、高校资源

2、社会资源

3、创业文化

4、孵化服务

三、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形成机理

1、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驱动因子

（1）高校价值追求

（2）外部市场机制

（3）园区自身需求

2、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主要因素

（1）园区发展初期

（2）园区成长阶段

（3）园区成熟阶段

3、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形成路径

（1）内部培养

（2）外部挖掘

（3）系统整合



4、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模型

四、跨国公司与大学科技园合作模式探讨

1、跨国公司在大学科技园直接设立企业

2、跨国公司在大学科技园设立研发中心

3、跨国公司与大学科技园共创服务体系

4、跨国公司与大学科技园合作孵化企业

5、跨国公司与大学科技园联合培养人才

6、跨国公司与大学科技园联合承担项目

第四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SWOT分析

一、大学科技园发展SWOT分析

1、大学科技园优势分析

2、大学科技园劣势分析

3、大学科技园机会分析

4、大学科技园威胁分析

二、大学科技园培养创新创业人才SWOT分析

1、S-优势分析

2、W-劣势分析

3、O-机会分析

4、T-风险分析

三、大学科技园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对策建议

1、提高培养人才意识

2、组织管理体制层面

3、建立健全支撑服务体系

4、制定政策发挥，营造良好环境

四、大学科技园的实施战略分析

1、实行市场机制

2、建立人才培训中心

3、设立金融服务中心

4、设立公共服务中心

5、建立独立的研发中心

6、建立独立的产品测评中心

第五节 国家大学科技园产业联盟竞争力分析



一、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

1、联盟成员

2、联盟目标

3、联盟服务体系

4、联盟竞争力分析

二、上海国家大学科技园联盟

1、联盟成员

2、联盟目标

3、联盟服务体系

4、联盟竞争力分析

三、东北国家大学科技园联盟

1、联盟成员

2、联盟目标

3、联盟服务体系

4、联盟竞争力分析

 

第四章 国家特色类大学科技园建设及案例分析

第一节 理工类大学科技园建设及案例分析（）

一、理工类大学科技园建设状况分析

1、理工类大学科技园发展历程

2、理工类大学科技园发展规模

3、理工类大学科技园典型代表

4、理工类大学科技园发展优劣势分析

二、理工类大学科技园案例分析

1、北航大学科技园发展环境

2、北航大学科技园功能地位

3、北航大学科技园运营模式

4、北航大学科技园经营成果

5、北航大学科技园发展特色

6、北航大学科技园经验借鉴

第二节 文科类大学科技园建设及案例分析

一、文科类大学科技园建设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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