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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市人力社保局的统计，目前宁波市有19
家市级及以上大学生创业园（简称：大创园），其中包
含2家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7家省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共有创业场地面积21.2万平方米。大创园从
无到有，发展比较迅速。其中，镇海区大学生创业
园、鄞州区大学生创业园被认定为国家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使宁波成为全省唯一拥有2家国家级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的城市（全省共计4家），在全国同类城市中
亦名列前茅。

从大创园的区域分布来看，鄞州区有5家市级大创
园，位居第一；海曙区有3家市级大创园，江北区、镇
海区、高新区各有2家市级大创园，位于象山、宁海、
奉化、余姚、北仑的大创园各1家。

从投资建设的主体来看，高校、政府和社会民间
资本这三种投资力量在我市大创园中均有代表。

在19家大创园中，宁波大学大学生创业园、“海
蓝宝”众创社区、浙江万里学院大学生创业园、北仑
大学生创业园这4家大创园由高校投资主办，主要面对
本校的在校大学生创业者提供服务。其余大创园均面
向全社会创业者开放，主要吸引已毕业的大学生创业
者进驻。

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大学生创业园也有众多成功
的案例，如鄞州大学生创业园、镇海大学生创业园等。

民间资本也纷纷介入大创园的建设和运营。创客
157创业园由博洋集团的旧厂房改造而来，亚虎大学生
创业园由宁波凤凰亚虎商业集团投资和运营，江北

“蓝野”大学生创业园由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投
资和运营，甬港现代大学生创业园由宁波高新区甬港
现代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和运营。

我市19个市级大创园规模差别巨大。面积最大的
达到4万平方米，能容纳1000余名创业者；面积最小的
不到3500平方米，只能容纳30位创业者进驻。数据分析
发现，接受调研的19个园区中，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
以上的园区占47%，1000-5000平方米的园区占比为
32%，5000-10000平方米的园区占比为21%（图12）。

从目前园区实际入驻的创业项目来说，入驻项目
最多的属镇海区大学生创业园，总计389个项目；最
少的是大目湾双创园只有20个（图13）。这些大创园
对大学生创业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调研结果显示，
这19个大创园目前入驻项目达到1906个，其中大学生
创业项目（指大学毕业5年内进行创业的创业者项目）
1330个，占总比69.78%。仅2017年就吸引了482个
大学生创业项目进驻各大创园（图14）。

从各个大创园对进驻项目所涉及的行业来看，大
部分大创园对项目和行业没有区别对待，显示出我市
大创园在行业定位上并无特色。不过本次调研也发
现，部分大创园开始走专业化道路，如亚虎大创园主
要吸引外贸创业者进驻，海曙896大创园和龙湾智谷
主要往文创类方向发展，而江北大创园则主打牙科领
域的创业项目。

总体来看，我市青年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无论是在
规模数量上，还是在建设水平和孵化实效方面均有较大
提高。据市就业管理服务局的统计，2017年19家园区
共有大学生创业场地面积23.05万平方米，入园大学生
创业企业1391家，大学生创业企业产值18.53亿元，大
学生创业企业带动就业7806人。近三年的30位宁波市
大学生“创业新秀”中，有14位出自创业孵化园。

调研发现，宁波大创园为创业者提供的基础服务
项目较完善，100%的创业园都能为创业者提供政策讲
解、项目申报及辅导、推荐创业导师的服务，94.74%
以上的宁波创业园都能为创业者提供工商注册登记、
创业项目人才招募及团队建设服务、创业培训辅导等
服务。

各地大创园不仅提供基础服务项目，还引进外来
资源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专业的咨询服务，78.95%的创
业园引进银行、金融、保险等服务，73.68%的创业园
引进高校资源，提供人才服务，68.42%的创业园提供
财务、律所咨询服务，宁波的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伊

始对金融服务、人才需求、财务、律所类的咨询需求
较多。从调研结果来看，配套有引进股权投资机构和
投资基金的大创园达到了10家，占比超过50%，共引
进各类投资机构达到29家。

各地大创园还定期举办活动，主要开展政策讲解
会、资源对接会、创业者之间的分享会等，向创业者
传递更多信息，辅导其发展。从举办活动的频率来
看，有11家大创园至少每月举行一次活动。有2家大
创园每周都举行一次活动，在为创业者服务方面可谓
尽心尽力。

从整体上来说，宁波的大创园历史都不长。最早挂
牌时间是在2011年，至今也不过8年的时间。各地大创
园在探索盈利模式方面成效并不明显。调研发现，大部
分创业园希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收取租金的方式获得

资金来源（见图15），但仍难以维持创业园日常运作的
需要，盈利模式也显得过于单调。调研发现，19家大学
生创业园中，目前有5家是盈利的，占比26.32%，有
14家未盈利，占比74.68%（见图16）。

八成创业者对园区满意
盈利模式单一亟待解决

全市拥有19家市级及以上大创园

大学生创业者纷纷进驻大创园

大创园基础服务完善

盈利模式单一，未盈利占大部分

在调研中，有6成以上接受调研的创业者都进驻了大创园。受访者普遍表示，大
创园对创业者的创业发展有明显的帮助。

也就是说，除却已入驻园区的创业者，在没有入驻的创业者中也存在部分人群对于
园区的态度比较正面。从创业者角度来看，他们对于大学生创业园目前的建设成果较为
肯定。

从相关评价因素来看，免费工位、创业导师辅导、资源对接以及创业政策讲解成
为创业者对大创园积极评价的主要因素。

调研走访也发现，19家市级大创园硬件设施建设普遍较为完善，不少大创园配备
了食堂、人才公寓、路演厅、休闲娱乐场所、会谈场所等以满足创业者在创业中的基本
需求。

调研发现，创业者对于创业扶持政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基本了解的有
46.73%，部分了解的有39.7%。

而创业者获取创业政策信息的主要来源显示，创业园区的信息传递作用最强
（45.73%），成为了主要信息源。人际交流渠道成为第二大信息源，占比重22.61%，而
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渠道占比相对较少。

创业者对园区普遍肯定

大创园存在五大问题及挑战

调研发现，大创园的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1.服务内容大同小异，只有孵化功能缺乏加速器功能
综合走访园区提供的基本资料和实际调研发现，多数园区主要为园区内创业者提

供以下硬件、服务或政策支持：资金补贴支持、办公场地，法律、工商税务、人力资
源管理等相关服务，餐饮娱乐等生活服务、住宿公寓、物业服务、创业指导及培训交
流、市场及政策信息传递服务、小额投融资贷款服务等，服务层级较低，普遍存在产
品同质化现象。部分园区限于人员和资源，对提供高层次服务力不从心。

调研走访中也发现，各大创园对创业者所提供的服务只能满足创业者的基本创业
需求，停留在孵化阶段；而在项目策划、商业模式提升、融资对接、市场资源嫁接等
方面缺乏服务能力，没有起到加速器的功能。

2.大创园缺乏筛选入驻项目的标准，运营质量不高
调研也发现，大多数大创园缺乏一套成熟的项目筛选标准。对入驻企业考察时主

要关注三个方面，即项目市场化发展潜力、技术创新优势、创业领域。多数创业园区
缺乏标准化的创业项目进园、出园评估筛选机制，项目出园情况缺乏科学统计方法，
项目出入园管理较为松散，不利于后期对于创业项目实现产业链资源整合，尚未能构
建起创业项目、投资者、创业园区等多方联动的快速驱动发展平台。

从园区的发展模式来说，优质创业项目的选择、孵化、壮大、变现是创业孵化平台
发展的核心动力。调研发现，目前市级大创园普遍缺乏优秀、高质量的创业项目，多数
大创园的发展和扩张前景不容乐观。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相当一部分大创园需要对园区进行重新定位，以产业专业化
来提升专业资源的集聚度，从而提升服务层级，才能集聚优秀项目，从而转变运营模
式。

3.盈利状况不容乐观，商业模式亟待创新
调研发现宁波19家市级大创园中仅5家能够达到盈利线，有14家大创园处于未

盈利状态。当前大创园的盈利模式主要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以入驻企业支付的房
租、提供创业相关服务的佣金服务费用为辅。部分大创园对于园区运营模式、孵化模
式和盈利模式定位不清，发展模式过于简单，对政策补贴和传统要素依赖严重、资本
投入压力正持续加大等问题。

在实际运营中，为了吸引创业者入驻或者考虑到创业者资金有限的问题，园区会
对上述服务收取的费用进行减免，因此，部分园区盈利状况不容乐观。

部分民间资本创办的大创园也推出了股权投资服务，希望对园区进驻孵化项目
的股权投资实现投资回报的方式来实现盈利。但由于大部分大学生创业项目缺乏退
出机制或者尚未到退出期，导致大创园存在较大的资金持续投入压力，盈利前景更
是不可预测。

面临盈利状况不容乐观和资金风险较大的形势，创业园运营积极性备受打击。总体
而言，宁波市的创业园区平台尚未完全形成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4.部分县区大创园入驻率较低，资源匮乏
在走访调研过程中也发现，象山等地大创园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交通、政策优惠

要素对于创业者的吸引力较小，园区入驻率不高。调查的19个大创园入驻项目数较
为分散，且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入驻项目最多的大学生创业园区是镇海区大学生创业
园，入驻项目数为389个，而入驻项目最少的象山大目湾双创园仅有20个入驻项目。
部分园区负责人也感叹，很难吸引到合格的创业者前来入驻。

20
21

家

家

图15 大学生创业的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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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大学生创业园的盈利状况

图12 园区面积分布

图14 各地大创园中大学生创业项目占比

图13 各园区入驻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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