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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孵化器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发展优势。得益于政府对创业生态的鼎

力支持和充足的资金投入，这里成为科技创业的繁盛之地。根据《2020 胡

润全球独角兽榜》，全球共有 586 家科技“独角兽”，其中 227 家位于中

国。不仅如此，中国还孕育了一批估值全球领先的顶尖创业公司。越来越

多渴望凭借新产品或新服务赢得全球竞争优势的海外企业，开始在中国创

立孵化器。 

中国早期大部分孵化器起源于企业的内部项目，为的是激发创新思维，

提升创新能力。跨国公司组建了新团队来探索各种创新路径，如开展本地

并购交易，与第三方创业公司共建加速器，或对本土企业提供的技术解决

方案进行试点。 

在这种高增长环境下，建设孵化器是运营模式创新的有效途径。然而，

或许是因为掌握的孵化相关知识有限，或许是因为对中国的市场环境缺乏

深入理解，跨国公司孵化器的运营人员（通常是 IT 部门、创新业务经理或

“未来学家”）往往会落入一些常见的陷阱。本文分析了在华创立企业孵

化器的五大经典挑战，以及如何规避这些陷阱。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成功

跨越概念阶段，真正提升自身的创新力。  

缺乏清晰的愿景或价值主张 

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清晰的愿景和价值主张，便会导致孵化器与跨国公司

的整体需求之间缺乏一致性，因而很难取得成效（见图 1）。 



 

 - 3 - 

尽早明确愿景，并与参与各方分享价值主张，可有效避免启动之后的

困惑感和挫败感。让相关高层在初期愿景阶段参与进来，有利于在孵化器

正式运营前就争取到支持和信任。创新/灵感研讨会有助于在组织内部广开

言路，让各方就具体的设计问题协调一致，例如： 

高管层的支持力度不足 

多数情况下，高管的支持都是一个新部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对那些在

海外的孵化器团队尤其如此。他们要接受全球、区域、本地等多重管辖，

面临的情况格外复杂。 

如果高管团队的支持不足，再出色的商业理念也只能停留在概念阶段，

与其他部门缺乏协作也会阻碍理念的商业化进程。 

自上而下对孵化器的进度和成果进行沟通，有助于协调整个组织。比

如，由首席执行官向公司全体员工发送电子邮件，或者领导层出席关键会

议，便可动员不同部门。对于负责运营孵化器的人员来说，定期向高层汇

报进展，对于持续获得自上而下的支持至关重要。除了定期举行会议外，

还可制作实时绩效看板来展示成果和益处（可以通过公司内网或总部安装

显示屏来实现），让高管层保持兴趣和信心。 

阻碍创业的固有思维 

跨国公司往往会套用既有的最佳实践和能力评估孵化器，而忽略了创新往

往要打破传统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比如，将常规的盈利跟踪机制应用于孵

化器，就会对新项目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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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经验，企业孵化器平均至少需要 5 年才能开始为跨国公司

创造收益。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必须深刻理解，并在内部充分沟通。让管理

者参加外部创业公司的活动，会让他们接触到不一样的企业文化，比如“快

速试错”（见图 2）。 

如果建立孵化器的目的是培育颠覆性概念和新的商业模式，那就需要

专门的拨款机制和独立的决策机构，才能与现有组织保持合适的距离。 

如果建立孵化器的目的是培育跨国公司所渴求的创业思维，那么一旦

建立，就必须与组织架设桥梁。孵化器负责人可以通过全公司的协作活动

来实现这一点，例如内部和外部的宣传日和“创客大赛（hackathon）”。

一旦孵化器成熟运营，便可制定轮岗计划，将孵化器的创新意识和敏捷工

作方式推广到其他部门。 

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本地化有限 

在华运营孵化器的创新管理者有时会对是否大量招募本地员工犹豫不决，

错失利用中国人才的机会。中国正在国内外大力投资发展数字化技术

——2014 至 2016 年对外风险投资总额达到 380 亿美元，目前 3/4 的投

资流向数字化相关领域。 

此外，当孵化器进入运营或成熟阶段后，对本地知识掌握不足也会隐

含风险。 

当然，创新管理者可能因为价值主张不合，难以吸引和留住本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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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固有印象是，跨国公司孵化器继承了大公司流程缓慢、利益关系复

杂等问题——习惯了中国快节奏创新模式的本土人才可能认为跨国公司孵

化器的未来不够有吸引力。 

跨国公司的创新管理者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本地招聘渠道、举办外部宣

传日或 “创客大赛”来提升形象，解决这一问题。展望未来，即使是最资

深的创新管理者都明白，本地数字化人才理应获得溢价，而且应为其提供

清晰的发展路径——们甚至有的孵化器推出了新的职能，例如组建人力资

源团队来支持和留住关键的本地孵化器人才。那些很早就意识到这种挑战

的企业通常会建设广泛的人才管道。 

低估中国的生态系统 

有一种普遍的认知误区，即在全球其他地区拥有颠覆性和创新力的企

业，在中国肯定不难找到合作伙伴。但现实却往往不是这样。 

中国本土的大型数字化企业已经具备了独立投资许多新项目的基础设

施和资本实力，所以与他们合作的门槛很高——对跨国公司来说，通常一

开始至少要承诺投入 500 万美元。跨国公司必须清楚自己哪些东西是本土

企业所看重的。有的时候还包括终端产品/服务的数据共享模式——拥有强

大品牌价值的企业可以吸引更多客户使用某项服务，由此可以获得海量数

据来评估创新效果。其中还包括一些联合品牌项目，因为许多跨国公司和

大型本土企业会在某些创新领域进行联合品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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