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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來看，全國有近90%的育成中心是

由政府創建並交由科技部門管理，其

管理模式具有政府事業性特徵，管理

人員屬於政府事業編制，平時的財政

收支由政府財政列支，屬於非盈利性

的育成模式。這種模式在我國創新育

成中心發展初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其也有所不足。完全事業型創新育

成中心的投資主體僅由政府擔當，育

成資金有限，不能滿足企業的融資需

求，同時由於政府直接干預管理，還

容易導致政府管理的錯位或缺失，如

缺乏市場競爭機制等。

2. 事業企業型模式：這種模式的投資主

體是政府和社會團體，其發展模式是

政府在中心建立之初即一次性投入資

金，這一部分資金就成為中心的育成

資金，然後政府為實現中心的收支平

衡，委託企業經營管理。目前這種模

式相對較為成熟，它注重強化中心自

身的育成服務功能，並培育中心發展

的可持續性。事業企業型模式有事業

型的投資主體特徵，又有企業型的經

營特色，注重育成能力的提高，在促

進企業發展壯大的同時也增強了中心

(接續上期)

五、創新育成中心與育成加速

器的發展模式

一般來說，發展模式可反映出系統

演化軌跡的典範樣態，是對系統變化的

規律具有較大的借鑑價值(林等 2014)。創

新育成中心與育成加速器的發展模式都

具有多樣性與複雜性，茲分述如下：

(一) 創新育成中心的發展模式

根據投資主體與管理體制的不同，

創新育成中心的發展模式可分為3種基本

模式：

1. 完全事業型模式：這種模式的投資主

體是政府，政府建立創新育成中心的

目的在培育創新企業、培育創新企業

家。中心透過提供優惠的政策支援，

營造良好的創業發展環境，降低創業

企業的創新成本，從而提高初創企業

的成活率，支援區域經濟發展，促進

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就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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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力，但這種模式為科技企業提供

的創業風險資金有限。

3. 企業型模式：這種模式的投資主體包

括政府、社會團體和企業。其中企業

是最主要的投資主體，政府和社會團

體是參股者。企業型創新育成中心的

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走市場化的路線，

由於作為市場經營的主體，實行現代

公司制是必然發展。該模式的經營目

標是透過提供育成服務培育企業，當

企業發展成功的同時也實現了中心

自身資產增值；而其經營方式主要是

透過為企業提供優質育成服務，與社

會風險投資機構相結合，經營中心產

業，充分利用多方面的育成資源，提

高其經濟效益。企業型模式實行公司

化運作，追求公司價值最大化，育成

服務形式特色化，經營收入多樣化，

其主要收入不僅包括短期的服務收

入，還包括長期的投資收入例如種子

基金投入或風險投資收入等。企業型

創新育成中心的經營收入多，發展後

勁與競爭力較強，但對於助推「龍頭

企業」的快速發展仍感缺乏力度。

(二) 育成加速器的發展模式

1. 政府主導型模式：政府主導型育成加

速器由政府投資興建，採用直線職能

制的組織結構，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

標。在育成加速器發展的初期，政府

的引導和扶持無疑是非常有效的。但

隨著育成加速器的發展，政府的過度

投資和干預是有害的，其未來的發展

趨勢是政府逐步從直接投入轉變為間

接投入，從提供有形服務向提供無形

服務轉變，在保證創業服務效果的前

提下，提高市場化程度，走自主經營

之路。

2. 企業化模式：企業主導型育成加速器

由企業家個人或者管理諮詢、風險投

資等企業投資創辦，其組織結構形式

是區域部結構和顧客部結構，以追

求企業、個人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其

優點是透過「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

源，為企業提供「個人化」的服務，促

進高技術、高成長企業快速發展和轉

型；其缺點是過於追求自身利益，有

可能放鬆進駐企業的標準，使育成加

速器缺失「公共性」，不利於科技型

企業共生共贏。

3. 多元化模式：混合型育成加速器由多

元主體投資，是一種網路化組織結

構，在混合型育成加速器中，專家部

與育成加速器是一種合約關係，組織

的大部分職能從組織外「購買」，這

給育成加速器管理當局提供了高度的

靈活性，並使組織集中精力做它們最

擅長的事。這種育成加速器對技術條

件和環境的要求較高，可能導致各成

員主體之間權責不明確。隨著資訊時

代的到來及知識經濟的興起，混合型

育成加速器將可能成為未來的發展趨

勢。

六、創新育成中心與育成加速

器的運作機制

創新育成中心的結構是按照政府

職能部門進行設計的形式，而育成加速

器是根據高成長企業需求創造性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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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劃分和空間建構，其兩者間的運作

機制亦有所不同(楊等2006；賴2006；黃

2013)，茲分述如後：

(一) 創新育成中心的運作機制

1. 政府引導機制：政府主要的角色是創

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制度環境和

社會環境，政府管理運行機制要求在

創新育成中心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政

府的引導作用。政府透過財政撥款資

助、貸款貼息和資本金投入的方式扶

持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還為中心及

待育成企業提供小額資助，將資助的

階段前移，在降低企業的創業風險之

同時帶動中心的自身發展。中心的管

理主要表現在對中心投入資金和固定

資產、土地劃撥、財稅政策優惠等支

援上，政府主要透過年度審查的外在

形式來考核中心的績效。

2. 多元化投資與市場化運作機制：改變

當前以政府投資為主的投資模式的基

礎上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包括政

府、人民團體、企業和創投公司等成

為投資主體。中心不僅要吸納政府投

資，而且更要吸納一些社會資本進入

中心並參與育成企業投融資。中心的

市場化運作機制，要求脫離政府的管

理職能，在保證中心社會效益的基礎

上，注重經濟效益，建立產權清晰、

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

代化企業制度，使中心真正成為市場

的主體。在選擇企業進駐時要確實把

關，從育成物件是否具有市場發展潛

力作為評價企業進駐的主要標準。在

對育成企業的日常管理過程中，中心

監管者只對中心的公益性監管。

3.  支援服務機制：透過為企業提供融

資、人才引進、技術開發、培訓、企業

策略等一系列的服務，有效促進企業

的成功發展。中心支援服務主要提供

包括技術支援、投融資、資訊網路、

仲介服務、人才培訓、行政公務、商

務服務及政策扶持等平台。中心為了

進一步完善支援服務機制，提供各種

優惠政策，為企業之順利成長創造良

好的外部環境，從而在提高企業的成

功率基礎上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4. 國際化運作機制：在創新育成中心系

統運作過程中充分體現開放的、國際

化的發展方向。中心在運作過程中，

要有選擇性地與國外發展較成熟之創

新育成中心建立起良好的互動聯繫，

例如透過相互之間的合作關係、培訓

交流或借鑒先進經驗，積極引進國外

育成中心來台投資，並鼓勵國內育成

中心去國外建置創新育成中心，實現

中心運作的國際化策略，走出去成為

全球市場競爭的主體。

(二) 育成加速器的運作機制

1. 入場機制：主要是指選擇與規定進駐

育成加速器的准入條件和範圍，要求

甄選那些具有加速潛力的企業進駐，

透過加速企業發展，提升企業市場競

爭力。主要包括：(1) 透過創新育成

中心成功育成的企業，或者跨過創業

「死亡谷」進入高成長階段的「龍頭

企業」；(2) 進駐企業的企業收入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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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標準，要求進駐企業必須是在一

定時期內，通常為1~3年內，企業營業

收入達到一定標準，同時年收入連續3

年必須保持較高的增長率；(3) 符合育

成加速器的其他指標，如能耗指標、

環保指標等：(4) 符合區域產業特色；

(5) 具有良好市場預期的專利技術和專

案，並可採以股份形式進入育成加速

器。

2. 退場機制：該機制包括積極和消極退

出。積極退出是指經過成長加速，達

到了一定標準，可以成功畢業的企

業；消極退出是指企業經加速育成

達不到相關標準，將被加速器主動放

棄，脫離加速專案。主要包括：(1) 經

過加速發展，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

3~5年，企業年收入遞增，保持較高

增長率；(2) 擁有核心技術或自主智慧

財產權，專利申請達到一定數量；(3) 

企業擁有相對穩定開闊的產品市場，

形成相對完善的管理制度，擁有較充

分的融資管道，能夠支配較寬廣的社

會網路資源；(4) 加速過程中的定期

考核，未通過的企業將被停止加速服

務、退出加速器。

3. 投融資機制：育成加速器不僅需要政

府資金的支援，還要拓展社會資金大

量融入的管道，以支撐加速器和進駐

企業的共同發展。政府財政支援是育

成加速器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支柱，由

政府根據當地產業和科技園區的實

際發展，設立專案建設資金，以確保

加速器的順利啟動與後期建設。包括

有：(1) 銀行貸款擔保機制是協助企業

爭取銀行貸款是融資的最主要管道，

由於高成長企業跳躍式發展需要大量

資金的融入，因此銀行對其進行企業

貸款的風險性較大，對此育成加速器

可成立專門的擔保機制，並聯合擔保

公司、社會信用評價機構等向銀行擔

保，開闢企業貸款的綠色通道；(2) 風

險投資機制是育成加速器透過對進駐

企業的相關評價和預期，以自有資金

對創新專案和相關企業進行投資，吸

引社會風險投資公司資金融入，並為

風險投資公司的運營和發展創造良好

的條件。

4. 創新動力機制：育成加速器的宗旨在

於加速企業科技成果轉化，透過自主

創新、推進區域產業轉型與升級，並

形成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這種創新

動力機制包括創新外部動力機制，如

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市

場機制具有透過價格體系提供市場

訊息、經濟激勵及決定收入分配等功

能，透過市場競爭與合作，推動育成

加速器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同時，政

府透過宏觀調控政策的鼓勵與引導，

為加速器創新活動提供有力支援，如

完善區域產業政策、加強創新基礎設

施建設等。而創新內部動力機制則是

育成加速器注重透過改善內部經營

管理，完善組織結構，不斷提升自身

服務能力，建立與企業需求的有效銜

接，有效推動高成長企業進一步茁壯

成長，從而加速區域產業發展，同時

也為育成加速器自身樹立了良好的社

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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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評估機制：育成加速器是解決自

主創新基礎設施薄弱問題的一個創新

關鍵性機制，將逐漸成為廣泛的資源

整合與先進的技術創新載體，但目前

我國加速器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準

尚有待提高，因此建立科學規範服務

評價機制顯得尤為必要。育成加速器

服務評價機制的建立，應該具有導向

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堅持結果評

價和過程評價相結合的原則。

七、創新育成中心與育成加速

器的銜接

創新育成中心與育成加速器是同一

事物的兩種不同型態，即具有相同點也

有相異點，針對不同時期發展的企業，

如何銜接成為經過中心育成後的企業能

否快速發展的關鍵，其主要銜接的方式

有內部與外部銜接2種(程及王2009；林等

2014)：

(一) 內部銜接：育成加速器與創新育成

中心同屬於一個育成集團，企業在中

心畢業後可透過申請直接進入育成集

團中的育成加速器進行加速。企業透

過內部銜接進入育成加速器，在物理

空間上可以無需移動，依然在原先的

育成場所，如果原先育成場所不能滿

足企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則由育成加

速器在同一育成集團中為企業重新選

擇加速場所，因中心與育成加速器同

屬於一個育成集團，所以即使改變場

所其物理空間也不會相差很遠。另一

方面，中心透過對企業的育成已經對

企業很熟悉，也可以根據追求企業更

好情況來為其設計進一步加速的策

略，以提供更好的加速服務，這樣就

可節省企業變換場所與服務提供者所

產生磨合的大量時間和成本，使企業

能更快速進入下一個發展高峰期。但

內部銜接也有其自身缺點，由於育成

加速器與中心同屬於一個育成集團，

其中所能運用的很多資源是相同的，

此反而造成了育成加速器為企業提

供服務時的「智力匱乏」現象，包括

人力資源服務、諮詢服務、金融服務

等缺乏創新，影響到企業整個創新過

程。內部銜接對整個育成集團的要求

相對也較高，育成集團必須有足夠的

資源，包括育成與加速場地、資金、

相關支援機構等，由於育成集團最初

的建立必須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而

且資金回報期比較長，但各國對創新

育成中心與育成加速器的政策參差不

齊，從而影響到育成集團的建立與成

長壯大。綜上所述，內部銜接的前提

是育成集團的存在，但育成集團在全

球範圍內還沒有完全取代中心，所以

在短時間內企業透過內部銜接方式進

入育成加速器還沒有足夠的條件，但

是內部銜接由於其節省成本、物理空

間無需移動等優點，越來越受到各國

政府的重視，也是中心發展的一個必

然趨勢。

(二) 外部銜接：企業透過外部銜接進入

育成加速器，一般來說，物理空間需

要移動，並且需要同新的育成加速器

長時間磨合，新的育成加速器需要長

時間才能瞭解企業的加速需求，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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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制定出相應的支援服務策略，

達到加速企業成長之目標。但是相對

於內部銜接，外部銜接顯然成本更

高，磨合期更長；另一方面，由於育成

加速器只針對處於成長期的企業，所

以育成加速器所提供的服務相對於大

型育成集團更具有專業性。由於育成

加速器與創新育成中心在很多公共資

源上是可以共用的，包括場地資源、

智力資源、資金等，所以現存的育成

加速器一般都是依附於育成集團而存

在，專門針對成長期企業的育成加速

器比較少，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各國

政策法規不同及育成加速器自身性質

所致。但隨著從中心畢業的企業越趨

增多，更多的畢業企業需要進一步加

速，可預見育成加速器的未來發展空

間將會不斷壯大。解決外部銜接中成

本過大的最好方法，就是中心與育成

加速器作更好的銜接，將那些由政府

出資建立的創新育成中心、育成加速

器及育成集團形成資訊共用制度，透

過政府建立共同資訊平台，為那些從

中心畢業而進入不同育成加速器的企

業提供更優質且高效的服務。

八、結論

創新服務組織都是在一定環境下發

展演變，並遵循自然選擇規律以優勝劣

汰的方式在進行。任何組織都根植於特

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在正、反向回饋的

相互作用下演化起源、生長發展、衰老

解體(溫 1997)。育成加速器在這數年間

的發展得到社會的正向回饋，呈現出良

好的發展趨勢。據統計美國、加拿大、

英國、德國、義大利、葡萄牙、丹麥、

芬蘭、愛爾蘭、澳大利亞、巴西、日本、

希臘、西班牙、俄羅斯、印度、中國等

國家蓬勃興建育成加速器多達200家(黃 

2013；張 2014)。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時

期，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階裝備製

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不斷湧

現，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4年預估，

到2020年新興產業增值將占國內生產總

值的比重達到15%左右。育成加速器之

高層次、高增值的發展型與延伸性服務

可充分滿足新興產業的發展，能達到對

創新資源和企業發展資源的規模化供給

之要求，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提升產

業競爭力。此外，育成加速器以企業為

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官學研結合的技

術創新服務體系，有利於增強企業自主

創新能力，建立企業加速成長的長效機

制。基於企業成長過程中創業創新服務

供應鏈上的分工合作，創新服務組織發

展已演變成以創新育成中心和育成加速

器為雙核心的新育成模組與加速模組，

兩者透過正式或非正式協定進行組織銜

接與功能整合，構建出一條高效、動態、

完整的創新服務供給鏈。該服務鏈透過

創新育成中心和育成加速器的資源匯

集、重新組合，發揮了創新服務資源的

槓桿作用，實現創新服務資源的最大效

用。因此，正確認知創新育成中心和育

成加速器的起源、特性及關係，有利於

引導「育成—加速」之創新服務供應鏈

的完整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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