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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是经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共同批准认定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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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企顾问网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大学科技园行业发展趋势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六

章。首先介绍了大学科技园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大学科技园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大

学科技园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大学科技园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大学科

技园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大学科技园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大学科技园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大学科技园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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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背景综述 

1.1 国家大学科技园概念与理论 

1.1.1 国家大学科技园概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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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功能定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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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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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国家大学科技园功能分析 

（1）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基本功能 

（2）大学科技园的衍生功能 

1.3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分析 

1.3.1 大学科技园投资模式分析 

（1）作价入股模式 

（2）全资经营模式 

1.3.2 大学科技园盈利模式分析 

（1）我国大学科技园盈利模式 

（2）国内外大学科技园盈利模式比较 

1.4 报告研究单位及研究方法 

1.4.1 报告研究单位介绍 

1.4.2 报告研究方法概述 

 

第2章：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环境分析 

2.1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基础分析 

2.1.1 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 



（1）普通高校总体规模 

（2）普通高校学生情况 

1）研究生教育 

2）普通高等教育 

（3）普通高校师资情况 

2.1.2 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 

（1）成人高校总体规模 

（2）成人高校学生情况 

（3）成人高校师资情况 

2.2 国家大学科技园政策环境分析 

2.2.1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体制 

2.2.2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法规 

（1）《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 

（2）《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 

（3）《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的意见》 

（4）《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大学科技园发展的若干意见》 

2.2.3 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 

（1）《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2）《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2.2.4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规划 

（1）《国家大学科技园&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2）《国家大学科技园&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3）《国家&ldquo;十三五&rdquo;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4）《国家&ldquo;十三五&rdquo;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5）《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6）《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7）《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3 国家大学科技园经济环境分析 

2.3.1 行业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2.3.2 GDP运行轨迹分析 

2.3.3 固定资产投资变动轨迹分析 

2.3.4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2.3.5 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2.4 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环境分析 

2.4.1 国家科技计划执行情况 

（1）国家科技计划实施情况 

（2）国家科技计划主要成效 

2.4.2 主要国家级技术创新项目 

（1）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2）国家863计划项目 

1）项目安排 

2）经费安排 

3）人员投入 

4）主要成效 

（3）国家973计划项目 

1）项目、经费与人员安排 

2）主要成效 

（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项目安排 

2）经费安排 

3）人员投入 

4）主要成效 

2.4.3 高校科技产业发展情况 

（1）人员投入 

（2）经费投入 

（3）发明专利 

（4）科研成果 

2.4.4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式 

（1）高校自办产业模式 

（2）高校与企业合作模式 

（3）技术孵化-增长极模式 

2.4.5 大学科技园创新环境特点 

（1）东部地区大学科技园创新环境特点 

（2）中部地区大学科技园创新环境特点 



（3）西部地区大学科技园创新环境特点

（4）各地区大学科技园创新机制比较 

2.5 国家大学科技园内部战略环境分析 

2.5.1 大学科技园选址 

2.5.2 大学科技园运作机制 

2.5.3 大学科技园岗位和人员配置 

2.5.4 大学科技园内部服务体系建设 

2.5.5 大学科技园营销和财务管理能力 

 

第3章：国家大学科技园相关利益主体合作机制构建分析 

3.1 国家大学科技园利益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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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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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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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国家大学科技园三元主体作用分析 

3.2.1 政府在国家大学科技园中的作用 

（1）政府政策支持 

（2）政府激励模式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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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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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国家大学科技园三元协同构建机制研究 

3.3.1 国家大学科技园双边协同构建模式 

（1）大学-政府协同 

（2）政府-企业协同 

（3）企业-大学协同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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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元协同构建的机制特征

3.4 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分析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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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积聚功能与区域经济发展 

（3）服务功能与区域经济发展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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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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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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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国家大学科技园产学研结合现状分析 



3.5.1 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合作现状 

（1）大学科技园成果转化情况 

（2）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合作问题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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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及运营分析 

4.1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历程及特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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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8年） 

（3）快速发展阶段（1999至今）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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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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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营状况分析 

4.2.1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规模 

（1）大学科技园数量情况 

（2）大学科技园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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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企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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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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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国家大学科技园毕业企业情况 

（1）从业人员数量 

（2）毕业企业收入 

（3）毕业企业产值 

4.3 国家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分析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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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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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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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主要因素 

（3）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形成路径 

（4）大学科技园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模型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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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SWOT分析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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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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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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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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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国家大学科技园产业联盟竞争力分析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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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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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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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国际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及经验借鉴分析 

5.1 国际大学科技园发展现状 

5.1.1 国际大学科技园发展历程 

5.1.2 国际大学科技园市场规模 

5.1.3 国际大学科技园发展趋势 

5.2 国际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及启示 

5.2.1 美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及启示 

（1）美国大学科技园发展情况 

（2）美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 

（3）美国大学科技园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5.2.2 英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及启示 

（1）英国大学科技园发展情况 

（2）英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 

（3）英国大学科技园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5.2.3 德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及启示 

（1）德国大学科技园发展情况 

（2）德国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 

（3）德国大学科技园对我国的启示 

5.3 国际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分析

5.3.1 大学主导型发展模式 

（1）典型代表 

（2）特点分析 

（3）优劣势分析 

5.3.2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1）典型代表 

（2）特点分析 

（3）优劣势分析 

5.3.3 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1）典型代表 

（2）特点分析 

（3）优劣势分析 

5.3.4 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比较 

5.4 国际典型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比较 

5.4.1 国际成功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分析 

（1）美国斯坦福研究园&mdash;&mdash;硅谷模式 

（2）英国剑桥科学园&mdash;&mdash;剑桥模式 

（3）台湾新竹科技园&mdash;&mdash;新竹模式 

（4）日本筑波科学城&mdash;&mdash;筑波模式 

5.4.2 国际成功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比较 

（1）大学科技园共性特点 

（2）大学科技园发展特色 

（3）对我国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启示 

5.5 国际大学科技园与地方融合发展案例分析 

5.5.1 大学科技园与地方融合的历程及典范 

5.5.2 大学科技园与地方融合发展的案例剖析 

（1）斯坦福研究园与地方发展 

（2）剑桥科技园与地方发展 

（3）新竹科技园与地方发展 

（4）筑波科学城与地方发展 

5.5.3 经典案例的对比分析及启示 

（1）经典案例的对比解读 

（2）经典案例对长三角的启示

 

第6章：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分析 

6.1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分类 

6.1.1 从产权角度分 



6.1.2 从地理位置分 

6.1.3 从区校关系分 

6.2 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行模式分析 

6.2.1 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行模型 

6.2.2 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行模式分析 

（1）&ldquo;一校一园&rdquo;模式 

（2）&ldquo;多校一园&rdquo;模式 

（3）&ldquo;区校共建&rdquo;模式 

6.3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模式分析 

6.3.1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机制研究 

（1）大学科技园动力机制 

（2）大学科技园约束机制

（3）大学科技园支撑机制 

（4）大学科技园运行机制

6.3.2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机制对策 

（1）大学科技园管理机制对策建议 

（2）世界大学科技园管理机制的启示 

6.3.3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模式分析 

（1）管理模式三层次 

（2）政府管理运行模式 

（3）大学管理运行模式

（4）综合管理运行模式

6.4 国家大学科技园规划设计模式分析 

6.4.1 大学科技园的区位与选址 

（1）大学科技园区位条件 

（2）影响大学科技园选址成因

6.4.2 大学科技园的空间构成 

（1）大学科技园的空间构成 

（2）大学科技园空间构成影响因素 

6.4.3 大学科技园规划建设调查与分析 

（1）大学科技园分布概况 

（2）大学科技园空间形态



（3）大学科技园规划建设矛盾与问题 

6.4.4 适宜的大学科技园规划设计模式

（1）大学科技园规划特点 

（2）大学科技园规划的任务与原则 

（3）大学科技园规划设计的内容 

（4）大学科技园规划建设与发展趋势 

6.5 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研究及经验借鉴 

6.5.1 &ldquo;清华模式&rdquo;及借鉴分析 

（1）&ldquo;清华模式&rdquo;形成历程 

（2）&ldquo;清华模式&rdquo;服务体系 

（3）&ldquo;清华模式&rdquo;运行模式 

（4）&ldquo;清华模式&rdquo;成果分析 

（5）&ldquo;清华模式&rdquo;经验借鉴 

6.5.2 &ldquo;北大模式&rdquo;及借鉴分析 

（1）&ldquo;北大模式&rdquo;形成历程 

（2）&ldquo;北大模式&rdquo;服务体系 

（3）&ldquo;北大模式&rdquo;运行模式 

（4）&ldquo;北大模式&rdquo;成果分析 

（5）&ldquo;北大模式&rdquo;经验借鉴 

6.5.3 &ldquo;东湖模式&rdquo;及借鉴分析 

（1）&ldquo;东湖模式&rdquo;形成历程 

（2）&ldquo;东湖模式&rdquo;服务体系 

（3）&ldquo;东湖模式&rdquo;运行模式 

（4）&ldquo;东湖模式&rdquo;成果分析 

（5）&ldquo;东湖模式&rdquo;经验借鉴 

6.5.4 &ldquo;东大模式&rdquo;及借鉴分析 

（1）&ldquo;东大模式&rdquo;形成历程 

（2）&ldquo;东大模式&rdquo;服务体系 

（3）&ldquo;东大模式&rdquo;运行模式 

（4）&ldquo;东大模式&rdquo;成果分析 

（5）&ldquo;东大模式&rdquo;经验借鉴 

6.6 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模式及实现机制探析 



6.6.1 大学科技园优化发展模式 

（1）定位纯粹化 

（2）主体明确化 

（3）管理高效化 

（4）经营市场化 

6.6.2 虚拟大学科技园组织模式探析 

（1）虚拟大学科技园发展背景 

（2）虚拟大学科技园理论基础 

（3）虚拟大学科技园含义及特征 

（4）虚拟大学科技园组织结构

（5）虚拟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 

6.6.3 虚拟大学科技园实现机制探析 

（1）信任机制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4/283850.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4/2838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