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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摘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特殊价值和乘

数效应。它不仅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更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老

年人生活照顾缺失等问题的社会制度安排。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返乡创业不仅

有违“人往高处走”的常规发展路线，还将面临农村信息、资金、技术、人脉等

重要资源缺失的创业困境。可以说，让有创业意愿和潜力的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

村是一场逆向回流，是一场艰难之旅。而以创业服务供给为己任的创业孵化器无

疑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的推进器。其功能定位是否科学合理、功能发挥是否充

分有效直接决定着农民工返乡创业战略的实施效果。基于此，本文着重探讨农民

工创业孵化器的功能定位问题。 

本文从过程视角审视了河南永晖农民工创业孵化器功能定位的合理性并分析

了成因，进而提出有层次性的、科学合理的功能定位。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过

程理论对创业孵化器功能定位的启示在于，创业过程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

期、成熟期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创业风险；为了有效地化解创

业风险，功能定位应该与每个创业阶段的风险分布态势相对应，突出孵化器功能

的层次性，即功能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比如，对于种子期的企业，应以规避风

险功能为主；对于初创期的企业，应以整合资源功能为主；对于成长期的企业，

应以增值服务功能为主；对于成熟期的企业，应以社会文化功能为主等。从河南

永晖创业孵化器的运行现状来看，其功能发挥不充分，根源在于没有以动态的视

角审视创业过程，对于功能定位与创业过程间的关系认知有限，进而功能定位缺

乏立体性和层次性。那么，功能定位的“先天不足”必然导致功能发挥的“后天

不良”。因此，河南永晖创业孵化器应加强对创业过程的细分，推出立体化、层

次性和阶段性的功能定位。同时，还需在运营模式、投资模式、团队建设和平台

支撑等方面做好配套措施，以保障科学的功能定位得以充分发挥。 

 

关键词：农民工创业；创业孵化器；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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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build businesses has multiplier effect and special value. It 

is economic strategy to promote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a system arrangement to 

solv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ged people problems. However, returning home is 

different from perviou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faces the deficiency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ital and connection. Thus, that migrant workers who ha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potential returns from city to countryside is a difficult trip. 

Incubators which supply entrepreneurial servi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exertion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directly. Basing on this,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cubat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this thesis examines validity of YongHui 

incubator’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analyses causes. Moreover, it proposes scientific 

and hierarchical functional orientation. The main idea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 

Process Theory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t to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incubators. The 

process of venturing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seed stage, start-up stage, growth 

stage, maturity stage. Every stage faces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risks. In order to 

reduce risks,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incubator should coincide with risks and 

emphasis stereo as same as hierarchy in functional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for 

enterprise in seed stage, the incubator should avoid development risks; for enterprise in 

start-up stage, the incubator should integrate all kinds of resources; for enterprise in 

growth stage, the incubator should supply entrepreneurial services; for enterprise in 

maturity stage, the incubator should exert socio-cultural functions. By the case, the 

reason why it has a bad functional performance is the misconception to the process of 

venturing. It doesn’t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process, and mak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inadequate of 

hierarchy. Thus, intrinsic shortcomings of functional orientation lead to insuffici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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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YongHui incubator should analysis the process of 

venturing, and emphasis stereo, hierarchy, phase i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Besides, 

incubator must do well in four areas, for example operation mode, investment, team 

building and platform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make the scientific functional 

orientation perform well.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or; Function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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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1．现实需要 

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的兴起是我国特殊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产物。改革开

放以来，城市经济得到优先发展，农村则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发展的不平衡使

占据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纷纷把目光投向城市，寻求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的命

运。由此，每年多达数亿人的外出打工潮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

象。目前，农民工遍布我国三大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据统计，

农民工数量增加对总产出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13.41%，农民工劳动生产率对总产

出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16.58%①。 

然而，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农民工自身观念的转变，这一发展形势

出现逆转。一方面，金融危机波及城市经济，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成本上升；另

一方面，农民工不再愿意接受与现有劳动强度明显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在经济

待遇和社会认同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农民工返乡就业的

潮流。2009年约有2000万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②，

其中以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四川表现尤为明显。相对于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本

地的就业机会仍然有限。返乡农民工便开始利用自己多年打工所积累的原始资本

和技术经验进行创业活动。与此同时，国家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中

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农民工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变“返乡

潮”为“创业潮”，将农民工返乡创业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我国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方

面有利于改善农民结构、提高整体素质，为农村加快发展注入新的要素；另一方

面有利于促进就地创业、扩大社会就业，以创业带就业，为解决农村广泛存在的

空心村、老人村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开辟新的途径。 

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既享受着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在创业创新

                                                        
① 杨晓军. 农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与成果分享[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6):69-70. 
② 人民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约 2000 万农民工失业返乡[EB/OL]. 

http://tv.people.com.cn/GB/14645/25059/8740267.html.200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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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国务院于 2015年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农民工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动，改革

体制机制，其中尤其指出“要建设创业创新平台，增强支撑作用”，这无疑为农民

工返乡创业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事实上，全国各地在相关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

农民工创业孵化器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湖南省郴州市注重创业

孵化服务的精致化，谋求普遍性服务和差异性服务相结合；云南省临沧市凭借基

层就业平台，把为农民工提供创业服务的各个职能部门相整合，为小微企业解决

创业中遇到的突出难题；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立足当地实际和资源禀赋，建立

创业公社，针对地区深入内陆、信息不畅的弱点，积极发展网络营销平台，为创

业产品开拓广大市场。这些开拓性的探索使创业孵化器作为培育返乡农民工初创

企业的成功实践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①。 

创业孵化器，又名创业中心、企业孵化器，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的美国，

是伴随着新技术产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孵化器能有效的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扩大社会就业，尤其在实现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方面发挥

着独特的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创业孵化器概念进入中国，以科技部火炬

计划为代表，成为服务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4 年，全国统

计孵化器数量为 1748 个，较上年增长 19%，在孵企业 78965家，全年累计毕业企

业已达 61944家②。孵化器所提供服务的对象以初创企业为主，起初涉及领域多为

高新技术产业。伴随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孵化器日益走向多元化和专业化，投

资主体由政府主导走向社会参与，运营模式也与涉及领域衔接的更为紧密。在我

国，创业孵化器一般由科技部门统筹负责，以促进科技创新，实现成果转化为发

展目标。随着“保增长，促就业”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心，人社部门为了解决

各个社会群体尤其是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于近几年纷纷成立创业孵化器，

以实现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河南省是我国劳务大省，同时也是接纳本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点地区。基

于当前创业形势，河南省人民政府 2015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

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除了强调一系列创业扶持外，明确指出了创业孵化器

和新型孵化平台建设的重要性。以创业孵化器为载体，将一揽子农民工创业服务

                                                        
① 刘国峰, 邵爱英, 杨翠.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问题研究[J]. 经济管理, 2016(18):61-63. 
②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2015 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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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孵化功能和做好创业保障，这就是河南省农民工返

乡创业孵化器功能发挥的基本思路。而河南省永晖创业孵化器作为首批由人社部

门主导成立的主要服务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创业孵化器，具备相当的代表性和典

型性。 

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孵化器如何通过自身功能的合

理发挥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事业的发展。具体而言，在总结已有理论和研究的

基础上，归纳创业孵化器的基本功能结构，运用功能框架对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

考察，总结经验，分析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创业孵化

器功能定位的若干途径。 

2．研究需要 

（1）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关于创业孵化器的理论研究自 2000年之后

逐渐增多，根据中国知网搜索数据，有关“创业孵化器”或“企业孵化器”主题

的研究文献共计 1.2 万篇，其中期刊约 0.67 万篇，收入核心期刊的占 21%。研究

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对创业孵化器的定义内涵、类型特点等概念性理

论研究；二是对创业孵化器的运营模式、孵化功能等操作性理论研究；三是关于

创业孵化器的存在问题、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 

关于创业孵化器的概念，有几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科技部曾经将创业孵化

器定义为以培育企业家和高新产业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它是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培育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手段①。科技部的这一定义深刻的揭示了创业孵化器

在技术转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我国创业孵化器行业的业内专家，

景俊海（2001）把孵化器看做一种系统空间的概念，在这个空间内汇聚了中小企

业成长和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以及相依存的孵化服务。他进一步提出这个系统空

间涵盖在孵企业、环境和服务机构三部分，从而能够有效的配置服务资源，提供

咨询建议，降低投资风险，提高企业生存和成长的能力②。这个定义其实已经指出

了孵化器的部分功能和特征。基于上述概念，我们可以将创业孵化器简单定义为

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和服务，促进新创企业健康运作和成长。 

对于创业孵化器的支持要素，钱平凡（2000）认为创业孵化器需要包含五大
                                                        
① 科技部门户网站，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most.gov.cn/fggw/zfwj/zfwj2003/200512/t20051214_54925.htm.2003-04-07 
② 景俊海. 企业孵化器的科学分类及社会关系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1(1):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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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即共享空间、孵化企业、共享服务、内部管理人员及外部优惠政策①。吴寿

仁（2002）认为创业孵化器应包括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包括物

理空间、基础设施、管理队伍、孵化资金，外部环境包括创业氛围、技术支持、

人力资源、政策支撑、中介服务等②。这种分类方法存在缺陷，他对于我们理解孵

化器的运作模式缺少帮助。李刚（2001）把孵化器的支撑环境分为四类，分别是

基础服务支撑环境、中介服务支撑环境、制度支撑环境和文化社会价值支撑环境。

其中，文化社会价值支撑环境包括创业示范效应、企业家精神、对经验和成功的

认可、文化的包容性、社会的流动性等内容③。它启示我们创业孵化器在这样的环

境支撑下也可以发挥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它对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引导是有

益的。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创业孵化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技术领域，可

以分为综合孵化器和专业孵化器；按所有制，可以分为国有孵化器、民营孵化器

和混合所有制孵化器等，其它分类标准下表所示。当然，孵化器的各个类型之间

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同一个孵化器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孵

化器类型。 

 

表 1-1 孵化器类型划分一览表 

划分标准 孵化器类型 

按技术领域 
综合孵化器 

专业孵化器 

按所有制 

国有孵化器 

民营孵化器 

混合所有制孵化器 

按运营模式 
营利性孵化器 

非营利性孵化器 

按孵化对象 
留学人员创业园 

国际企业孵化园 

                                                        
① 钱平凡. 孵化器运作的国际经验与我国孵化器产业的发展对策[J].管理世界, 2000(6):79. 
② 吴寿仁. 企业孵化器市场化运作探讨[J].中国科技论坛, 2002(2):47-50. 
③ 李刚. 孵化器支撑环境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1(6):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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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运行体制 

行政事业型孵化器 

自收自支型孵化器 

企业型孵化器 

   资料来源：马凤岭,夏卫东.科技企业孵化器理论与实务.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关于创业孵化器的运行机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孙凤海（2001）

总结了创业孵化器的运行机制，分别是筛选机制、培育机制、保障机制以及孵化

器本身的自我提升机制①。接下来，学者们也对各个机制进行了分别讨论。筛选机

制是企业入驻孵化器的条件，技术含量是最为关键的入驻条件。除此之外，财务

评估、管理评估和市场评估也是必不可少的。相对应的，颜振军（2000）提出了

毕业企业的相关标准，例如完成 3年左右的孵化期、完成科技成果转化、稳定的

市场、充裕的资金等②。李军、何荣明（2004）等还指出，孵化器天然的面临着一

些缺陷和不足，为了实现自我提升，孵化器可以通过引入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等中介组织，从而突破既有的限制③。总之，国内对孵化器运行机制的

研究还停留在浅层次上，缺少深入细致的概念模型和理论阐述，这方面的研究进

展对未来的实践发展尤为迫切。 

对于创业孵化器的作用，学界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宫冠英（2002）认为孵

化器在培育企业家、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它的核心任务仍是

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④。陈栗、钟卫东（2007）等进一步讨论了创业孵化器发挥核

心作用的连带前提，即正是由于孵化器在提高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

作用，才使其利用公共资金具备一定的合理性⑤。这一行为又使其作为引领科技创

新的一种政策工具而具备存在的意义，从而把创业孵化器的作用由点向面，由个

体向整体铺展开来。黄涛（2006）以武汉为例，认为创业孵化器是中部地区崛起

发展的突破口，是中部崛起的基础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创业孵化器在个体企业

成长和整体经济发展中都具备积极的作用。国内学者研究多偏重于孵化器的宏观

                                                        
① 孙凤海. 浅论企业孵化器及其运行机制[J]. 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5):12-14. 
② 颜振军. 中国企业孵化器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62. 
③ 李军, 何荣明, 王勇, 高志峰. 农业科技孵化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摇篮[J]. 上海农业学报. 

2004(2):117-120. 
④ 宫冠英. 成都市企业孵化器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02. 
⑤ 陈栗, 钟卫东. 企业孵化器与我国技术创新政策[J]. 科技管理研究, 2007(4):5-8. 
⑥ 黄涛, 李光. 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中部崛起—以武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为例[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6(11):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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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作用，对微观入孵企业的作用研究较少。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创业孵化器的功能是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的多

种支持服务，包括办公场地、后勤服务、经营规划、科研设备、资金、市场、培

训服务、人才服务、企业文化等内容①。刘颖杰、曹东溟（2006）将孵化器的功能

划分为一般性功能和本质功能，提出并论述了企业孵化器的核心功能就是创新功

能②。那么，引出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创业孵化器的功能发挥状况。在这方

面，一些学者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彭展声、李荣钧（2006）尝试对孵化器涉及

技术、经济、社会、环境以及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孵化能力评价③。这些努力意义

重大，它能够为创业孵化器改善日常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指明方向，但这样的研

究在国内学者中尚不多见。 

我国自 1987年设立第一个创业孵化器以来，已历经近 30年的发展，大体可

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初创阶段（1987年至 1997年），以政府建立的

行政事业型综合孵化器为主；第二个阶段为深化发展阶段（1998年至 2007年），

以专业孵化器的蓬勃发展为代表；第三个阶段为转型提升阶段（2008 年至今），

一批紧密结合互联网和资本的创新型孵化机构不断涌现，以众创空间为代表。截 

至 2014年底，孵化器总面积已超过 6877.8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营收入达到 3696.4

亿元，被火炬中心认定的国家级孵化器 601 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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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科技部火炬中心国家级孵化器年度评定数量增长图（单位：家）⑤ 

 

                                                        
① 科技部门户网站，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EB/OL]. 

http://www.most.gov.cn/fggw/zfwj/zfwj2010/201103/t20110308_85180.htm.2010-12-01 
② 刘颖杰, 曹东溟. 企业孵化器创新创新功能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5):323-326. 
③ 彭展声, 李荣钧. 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能力模糊综合评价模型[J]. 改革与战略, 2006(2):137-140. 
④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2015 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⑤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中心网站，2015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经济指标[EB/OL]. 

http://www.chinatorch.gov.cn/kjb/tjnb/201704/84f0069a9a9e418eb77dc236dc71a4cb.shtml.20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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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孵化器在我国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同时也发挥了独特的经济作用。

因而，学者们十分关注孵化器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这一主

题上，近来研究颇丰。叶文（2000）等提出要加强创业孵化器的组织设计，建立

完善的筛选、竞争和退出机制，帮助企业尽快走向市场①。齐振宇（2006）比较分

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孵化器，尤其研究了政府主导型企业孵化器的发展障碍，

指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经营机制企业化、管理团队专家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系

统服务专业化②。李涛（2015）也认为，虽然孵化器当前仍然存在着资金匮乏、机

制僵化、人才缺失等问题，但未来会朝向市场化、多元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方

向发展，最终实现孵化器自身的转型升级③。以上可以看出，学者对创业孵化器未

来的发展趋势还是有一定程度共识的。 

当前，创业孵化器的概念在教育领域和劳动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起初，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是“孵化器”理论的较早应用，作为释放师生创新创

业活力的重要载体在各大中专院校得到了广泛推广。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孵化基地的建设、管理和发展策略方面。当前，随着农民工返乡创

业的兴起，农民工创业孵化器作为以返乡农民工为对象的创业载体异军突起，成

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但是，对农民工创业孵化器的研究仍然匮乏，且质量不

高，大多局限在作为单一整体的孵化器在建设和发展方面的探讨，如冯志忠（2010）

认为政府在创业孵化器建设中，扮演者“裁判员、服务员、引路人、参谋者和赞

助者”五个角色④；曾国平、龙华（2013）等学者提出了孵化器在发展中具有的政

策、资金、信息及技术等方面的优势⑤。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创业孵化器发挥哪

些功能作用以及如何合理化定位则较少涉及。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孵化器的讨论

也仅仅散见于一般性的报纸报道中，严肃的学术研究并未大范围出现。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孵化器的研究主题还是十分丰富的，但对于新兴的创业

孵化器尤其是农民工创业孵化器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本文着力考察农

民工创业孵化器发挥哪些功能作用，以及如何合理化其功能定位是十分有意义的。 

 

                                                        
① 叶文, 卢强. 我国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浅析[J]. 改革与战略, 2000(5):58-63. 
② 齐振宇. 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局限性与发展趋势研究[J]. 科技管理创新, 2006:45-48. 
③ 李涛. 孵化器与天使投资融合发展中的政府对策研究[D]. 北京理工大学, 2015. 
④ 冯志忠.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吉林大学, 2010. 
⑤ 曾国平, 龙华, 黄利. 我国微型企业孵化基地运行机制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7):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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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创业孵化器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研究领域集中在创业孵化器

的概念、功能、作用和运营模式等方面。美国孵化器行业专家 Rice 和 Matthews

（1997）认为，创业孵化器是一种企业辅助机构，为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提供合理

的建议、咨询和服务，并根据需要作为其他所需资源和服务的交换中心①。换言之，

企业在孵化器内可以共用场地、设施和各种孵化服务。Allen和 Rahman（1985）

研究发现孵化器也是一个为初创企业发展而设立的平台，他可以提供管理支持、

物理空间、普通商务、专业商务和融资咨询等服务②。Lalkaka（1994）认为孵化

器就是为培育新创企业而设计的一种受控制的工作环境③。Dilts和 David(2004)

将孵化器定位为在共享的办公设施内，能够提高入驻企业商业价值的干预网络④。

这些定义对我们理解孵化器的功能和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从创业孵化器的作用来看，Olga和 Mlian(2011)认为孵化器能够促使企业对

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⑤。Collison 和 Gregson(2003)对美国、英国、加拿大三

个国家的创业孵化器进行了横向间的国际比较，结论是由专家、咨询顾问及技术

人员组成的知识共享网络能够提高企业成长的速度⑥。Price和 Russ(2004)对上述

观点进行了扩充，他提出之所以能够提高孵化速度，是因为这个知识网络可以为

企业提供知识支持、网络支持和融资途径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更多关

注的是微观上创业孵化器对单个在孵企业所具备的支持作用，他们的孵化体系更

完备，孵化服务更专业，实践上的成熟发展也有利于理论上的细致考察。 

对于创业孵化器的运行机制，国外研究了孵化器和在孵企业间的概念框架，

较早的提出了网络思维。Peters和 Rice(2004)对创业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

单单通过基础设施提供和培训对在孵企业成功率的影响十分微弱，对在孵企业真

正起作用的是二者结合而成的更为广泛的网络。这个网络包括管理者、咨询顾问、

                                                        
① [美]马克·P·雷斯, 金娜·B·马修斯. 成功企业孵化器的原则与实践：——风险·机遇·选择[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98-102. 
② RN Allen, S Rahman. Small business incubators: A positive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85,23(3):12-22. 
③ Rustam Lalkaka. Business Incubators as a Means to Small Enterprise Creation and Growth [M].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Congress, 1994:65-68. 
④ H Dilts, M Davi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usiness Incubation [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4(29):55-82. 
⑤ A Olja, V Mlian. Business incubator factor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growth: Case study business incubator in 

Zrenjanin [J]. Industrial, 2011, 39(3):153-174. 
⑥ Simon Collison, Geoff Gregson. Knowledge networks for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local entrepreneurship promotion [J]. R&D Management, 2003, 33(2):189-208. 
⑦ Price, Russ. The role of service providers in establishing networked regional business acceleration in Uta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4,27(5):46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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