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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国内多个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调查，对其外部建筑空间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从国

情校情出发，广泛借鉴各国的先进经验，探索我国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方向

及方法。为我国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建设提供建筑和规划设计理论上的依据。

关键词：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建筑；空间模式

中图分类号：TU982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external space pattern of knowledge park incubato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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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ing research on th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incubators in many university

knowledge pa：rks in China，the author studies their space pattern of incubator architecture system for pro-

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the promising incub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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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建设，相对于国外几

十年建设大学科技园的经验，只有短短的十几年

的成长历程，还处在起步和成长期。这项事业成

功与否，取决于大学科技园本身的选址定位、发展

思路、建设方式等等，可以概括为内部和外部空间

模式的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方式。

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国家大

学科技园共69个。我们从中选择了6个城市的

10所有代表性的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观察、调研

的对象。

1内部空间模式

1．1孵化器功能

(1)仓IJ新企业的孵化功能是其核心功能，而其

最根本的意义就是整合创新资源，降低孵化企业

的初创或扩张成本。(2)培养一大批复合型创新

人才和科技企业家。(3)促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

实现高等院校科研成果和专利迅速转化并产业

化。(4)改造传统产业。大学科技园还是盘活国

有企业资产的有效途径，许多公司的研发机构及

销售机构在创业中心，而将生产委托或租赁国有

企业的闲置生产车间生产，从而盘活了闲置国有

资产；如南京长江机器制造集团建设拥有1．1×

105矗的大型孵化器“南京长江创业园”，并作为南

大一鼓楼大学科技园的分园。改造传统产业，大

学科技园孵化器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产业企

业的技术、信息传递中介，实现了两者的技术供求

信息汇合。(5)对城市改造的功能。大学科技园

孵化器园是促进城市持续发展的有力工具，通过

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以及其所处的高新区的生态环

境的示范作用，为我国探索出一条经济、生态、社

会协调的区域发展道路。通过旧城改造等方式建

设的科技园，将现代科技空间环境与传统城市紧

密结合在一起。(6)景观功能。由于地价、环境保

护等原因，更由于高科技行业的本身特点，大学科

技园孵化企业实行“两头(研发、销售)在内，中

间(生产)在外”的运营方式。因此，在大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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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孵化器见不到传统工业区的电线漫天飞、烟囱

浓烟滚滚的景象。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成为城市中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新兴高科技产业

景观。

大学作为高新技术的重要创造者和拥有者之

一，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向传统

产业的渗透、辐射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

科技园孵化器是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改革中的一

个新生事物，它是充分发挥高等学府的智力优势，

促进科研与开发，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的一

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因此，任何偏离孵化这个主

导功能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每个大学科

技园都应从依托大学的研究特点、研究重点、研究

特色和所在省市的科研实际状况出发，建立具有

鲜明特色的科技园区，从而加速科技园区特色技

术集团群的形成。

1．2孵化器类型分析

一项科研成果要变成产业优势，不是一下子

就能完成的，许多技术成果还需要经过反复中试

和二次开发孵化成新的产品后才能真正进人产业

领域，才能被市场接纳。因此，孵化器存在三种类

型一从无到有的孵化企业(“孵鸡”)的和把小企业

孵化成大企业(“孵蛋”)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孵

化器也不例外。我们分别称之为普通孵化器(又

称创业园)、高端孵化器和复合孵化器。

普通孵化器：作为普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的

服务对象是毕业生、在职教师、在校学生和归国留

学人员在内的各类创业者及其创办的中小型科技

企业，其产出是高质量、成长性好的中小科技企业

和企业家群体。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科技园孵化器

都对进入孵化器的企业有毕业时间的限制，也就

是说一定年限后必须离开孵化器。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需要有雄厚的原始性创

新的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适合科研力量强大、设

备精良、资金相对雄厚的学校。

高端孵化器：在清华大学科技园，我们可以看

到以紫光、同光、赛尔网络等为代表的大中型高科

技企业和以NEC的研究院、宝洁的研发中心、

SUN、Schlumberger等为代表的跨国研发机构，他

们构成了入住清华大学科技园高端孵化器的核心

企业。

复合孵化器：科技园孵化器的毕业企业可以

离开普通孵化器，但不一定要离开科技园。如果

企业愿意，其总部或研发中心仍可留在科技园的

高端孵化器内，在大学科技园的创新网络中求得

进一步发展。这样，科技园孵化器仍然把重心放

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企业的孵化上，使孵

化器在一种动态平衡中发展。事实上，我国目前

很多有条件的科技园正是采取了这种模式。

2空间区位模式

目前，我国的大学科技园多处于孵化器建筑

空间的规划与建设阶段，首先面临的便是园区的

选址问题，而且宏观空间区位定位的准确对于孵

化器的顺利运营也是至关重要的。

2．1影响孵化器选址的因素

目前，我国大学在城市中的区位可以概括为

四种：远离城市型，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多数

大学分校，城市郊区型，如西安交通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城中独立型，如上海交通大学、同济

大学。城中集合型，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

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由于大学科技园对于大

学的依托关系，大学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科技园的选址。

从大学与城市的空间形态关系的演变过程，

大学由最早的郊区型大学发展成为城市型大学，

甚至围绕大学进行城市综合开发，从中可以看出

大学与城市日益紧密的相互关系。这既是信息时

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大学发展顾及城市与国家整

体利益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快速城市

化的过程，城市的区域范围一再扩大，许多以前位

于城市边缘或是郊区的大学所在地区变成了新的

城市中心区。大学校园周边土地使用越来越朝着

多样化发展，土地价格上扬，各种行业混合使用，

邻近校园的土地建设开发工程越来越多，也极大

的限制了校园的新功能扩展与空间规划，成为制

约和影响大学校校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

种情况下，大学建设科技园孵化器面临的土地资

源压力就直接影响到园区的选址与发展的规模。

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创办主体构成。大学科

技园孵化器的创办主体是由大学、政府、企业等组

成。大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但

由单一大学创办或多个大学合办必然导致不同的

发展目标、模式与策略，直接影响到园区物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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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选址；同时大学或大学群与其它构成要素

不同组合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国外的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尤其是欧美的园区

多由大学自己创办，政府很少直接参与园区的建

设与管理。大学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结合社会力

量创建科技园区，因而园区的选址也都与大学有

密切的关系。最早的大学科技园是斯坦福工业

园，它也是现代科技工业园的鼻祖。

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内孵化行为的需求。一般

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孵化活动可分为四种，即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产业

行为类型包括：针对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行为、针对

产品生产的生产制造行为、针对销售和服务的传

播行为。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作为新型的科技园，

它的产业行为具有科技园的共同特点同时又有自

身的特色，即研究开发和传播推广的产业行为占

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研发行为，而生产制造则可

能很少，甚至完全从园区内脱离，这种情况是由大

学科技园作为科技创新源头的性质决定的。

大学科技园内从业人员的需求。年轻的、受

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技术人员

构成了科技园从业人员的主体。大学科技园内所

容纳的企业多是以研发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型企

业，从业时间的长短、工作经验的多少不再是员工

价值的主要体现，反而那些刚刚毕业，甚至是中途

休学的大学生更受到这些企业的青睐。如此众多

的、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入的科技人员

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比较注重园区所在区位的综

合环境条件，这种需求通过不同的方面表达出来。

2．2孵化器与大学相对位置的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从与大学的位

置关系上来看有四种：周边式、近邻式、独立式和

综合式。其模式分析见表l。

表1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与大学相对位置的模式分析

Tab．1 The modlel analy懿b‘帅e吼university knowledge畔incubahw arddtecture and relative po$itioB

特鍪蹴磊笺黧麓黧纛戮薹熬冀
馐溉萎躯麟薹霍一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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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孵化器选址原则

1)资源便利性原则：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选

址应尽量靠近大学与城市，以便于利用大学的科

研力量与城市的社会传播网络。如果客观条件不

能满足这种需要，则应选址于交通与通讯便利与

城市和大学联系快捷的区位。

国外学者在技术转移的研究中发现一条规

律：技术转移与地理距离成反比。地理距离越近，

成效越高，即所谓技术转移的地理空间效应。目

前，我国绝大多数科技园孵化器在选址时，都优先

将科技园建造在城市中的大学校园周边，通过新

建或者改扩建的方式进行开发建设，同时处理好

与学校争用地的矛盾，如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园、清

华大学技园、北京大学科技园等。

与国家高新区合建的原则：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有很多共享的科技资源，还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

政策，国家大学科技园如果要享受这些政策和科技资

源，就必须将科技园建设在高新区内，否则因为即使

政府明文规定大学科技园是开发区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享受开发区的优惠政策，但是国税和地税落实

起来很难。这是我国的国情。这样的实例在我国有

西北工业大学科技园、武汉东湖国家大学科技园、清

华大学科技园等。

2)发展性原则：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是高度发

展性的机构。从我国的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发展现

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后续孵化场地不足

的问题，这是孵化器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在孵

企业规模不断发展扩大，对研发场地面积需求也

随之扩大；同时，不断通过科技园孵化器评估进入

孵化器的入孵企业也给了孵化器很大的场地供给

压力。这在绝大多数科技园中的均得到体现。因

此，选址时应当对孵化场地的可扩展性充分重视。

3)生活便利性原则：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核

心任务是孵化功能，因此，在选择区位时，优先考

虑的因素已不是原料、燃料、劳动力价格等有形因

素，而是人才、信息、风险资本等无形因素。在规

划建设时，对交通、娱乐、居住、子女抚养、社交网

络、人文环境等许多方面必须仔细的考虑。

3空间结构模式

3．1发展模式分析

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

即发展模式，是关系到科技园孵化器能否健康发

展的重要问题；世界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发展模

式主要有以下2种，见表2。

因此，只有选准了合适的科技园孵化器发展

模式，才能少走弯路，减少曲折。发展模式没有优

劣之分，关键是要适合校情、国情。因而，在探索

中建立起适合自身特点的，符合大学自身实际的

最佳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3．2孵化器构成模式分析

按科技园孵化器建筑的集合程度可以分为三

种：分布园、集中园与虚拟园。

表2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发展模式分析

Tab．2 The developmem model 0f mniversity tnowledge park incubato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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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园：通常，分布式的孵化器园区用地因为

现状条件被划分成相对独立的几块，每一块有几

栋甚至只有一栋建筑，园区的建设基本是“见缝插

针”。这种园区的典型例子是东南大学科技园、上

海交通大学科技园、同济大学科技园等。

集中园：这种情况校园周边并不多见，因为多

数地处城市中心区的校园周边很难找到区位良

好，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地来建设比较完整的大

学科技园孵化器。而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哈工大

科技园孵化器是这种类型的代表。

虚拟园：对孵化器来说，如何解决资金问题扩

大孵化空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对于科技

教育水平不高的城市、大学，建设虚拟孵化器便成

为一种可行的途径，这也是当前科技园孵化器发

展的必然趋势，是科技园孵化器适应信息化发展

的举措。

深圳虚拟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是深圳市政

府为吸引和促进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到深

圳进行科技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和中小型

企业孵化而建立的高科技园区。

4结语

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选址、创办方式和产业

(上接第4l页)

李雄等[6】对重塑饱和软土进行不同休止时间

的UU三轴试验，得到重塑土内聚力随休止时间的

恢复情况为：土的内聚力开始增长较快，后期减

缓，最终趋于极限值。这与本文摩擦力的时效性

规律是一致的。

3结论

1)利用混凝土试块模拟现场桩来研究桩与土

问的滑动摩擦试验是可行的。试验得到的各土体

外摩擦角可作为沉桩数值模拟的参数。

2)试验表明滑动摩阻力与土的类型、法向应

力有关，随着土体强度和法向应力的增长，滑动摩

阻力也相应增长，且增长近似呈线性。

3)土的外摩擦角要小于其内摩擦角，土质越

软差值越大。

4)试验发现砂土和粉土与桩的摩阻力时效性

方向要依据具体情况选择。各地的情况不同，因

而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中国的国

情决定了大学科技园不能一刀切，不能搞清一色。

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多种

办园模式。只有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宏观定位的

准确和微观区域创新环境的培育结合，才能实现

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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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粘土、淤泥质土具有显著的时效性，前期

增长幅度较大，后期减缓，最终趋于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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