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Fuzziology 运筹与模糊学, 2025, 15(1), 504-515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5.151046  

文章引用: 陈曦, 田颖.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研究[J]. 运筹与模糊学, 2025, 15(1): 504-515. 
DOI: 10.12677/orf.2025.151046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 
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ISM模型分析 

陈  曦*，田  颖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26日；录用日期：2025年2月17日；发布日期：2025年2月25日 

 
 

 
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孵化器成为连接创新资源与市场需求的桥梁，为创新项目和企业提供

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条件。本文抽取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的影响因素，阐明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

为科技创业人才和孵化器适配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通过文献研究法获取初始文献，并基于专家咨

询法确定个体、组织、过程、环境4个维度15个影响因素，并运用ISM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

建了多层递阶结构模型。结论表明：资源整合能力、共享认知、创业导向、入孵机制为表层影响因素，

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市场竞争强度、网络创新多样性、环境动态性、政府治理水平为孵化器与科技人

才适配的深层次因素，对其他因素影响较大。据此提出优化平台环境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搭建透

明信息平台，促进异质双向融合；完善平台入孵机制，提升资源整合能力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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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cubators become a bridge con-
nect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market demand, providing a goo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innovation projects an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nd incubator adaptation, elucidates the hierarchical rela-
tionship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nd incubator adaptation. The initial literature is obtain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15 influencing factors in 4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process and environment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s analyzed by using the ISM, and a multi-
layer recursive structural model is constructed.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sharing cogniti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incubation mechanism are superficial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other factors; market competition intensity, 
network innovation diversity, environmental dynamics,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level are 
deep-level factors of incubator and technology talent adaptation, which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other factors. Accordingly, it is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platform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build a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platform to promote 
heterogeneous two-way integration; improve the platform incubation mechanism and enhance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city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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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形态，是一种摆脱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实现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良性循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技

术创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融合与跨界发展等多个方面，推动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聚焦关键

核心技术，从而推动孵化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提高服务质量。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为初创期的科技创新

型中小企业提供各项支持和服务的平台，通过科技创业服务帮助在孵企业抵御创业风险，提升科技企业

孵化成功率。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和教育链融合将数据、算力和数字技术等核心创新要素整合至产

业链和创新链中，将科技、人才和孵化器所匹配的人才教育培养融入至先导产业中，形成创新驱动发展

[2]。科技创业人才作为人才资源中最活跃的群体，是异质性人力资本的一种典型代表。我国人力资源具

有禀赋优势，但是人力资本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现象，缺乏高尖端核心技术人才、领军型人才，面向不

同要素禀赋的科技人才在创新创业中需要配置的要素或资源也存在差异。因此，如何高效发挥科技创业

人才的禀赋优势，实现技术到成果的转化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上述背景，孵化器作为科技服务中

介能够也应该与科技创业人才建立深刻的联系，通过要素合理配置，建立规范和适配下的治理机制，营

造创新创业环境，提升科技人才创新效率和创业成功率。因此，本文运用 ISM 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

关系，构建了多层递阶结构模型，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孵化器与科技创业人才的适配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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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孵化器适配的研究，更多是从孵化器自身视角出发，围绕孵化器策略、资源和治

理机制等展开研究。周文辉等[3]从机会–资源–团队适配角度，指出企业孵化平台构建数字化动态能力

过程中，不同阶段面临质量型要素失衡时，需要适配不同的策略。吕一博等[4]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孵化器

战略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其资源获取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适配关系，同样新创企业孵化动机

与治理机制也存在适配关系，不同的孵化定位的孵化器选择差异化的治理机制。外部孵化网络的广泛覆盖

与深厚资源积累，为孵化器带来了规模化的资源优势，进而有助于扩大其服务成果，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与核心竞争力[5]。也有学者以严格入孵作为逻辑起点，从源头把控入孵企业与孵化器的适配，发现严格

入孵与孵育绩效呈倒U型关系[6]，且孵化器组织特质与严选导向适配性对入孵促进效应具有差异化影响。 
随着孵化器适配的发展日趋深入细致，也有学者意识到不能只考虑市场主体的单边选择，采用双边

匹配理论框架来剖析孵化市场中创业企业与孵化器在入驻与培育初期阶段的相互选择与配对过程[7]，能

够更为精准地阐述孵化市场的内在结构特性，并深入揭示这些特性如何共同作用于市场绩效的提升。郭

嘉仪等[8]针对广州市互联网新兴创业企业作为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影响互联网创业选址的关键

因素，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如何与孵化器空间特性相匹配，形成一套逻辑清晰的适配机制。不仅深化

了对互联网创业生态中地理区位选择的理解，也促进了孵化器空间优化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聚焦于科技创业人才和孵化器的适配研究，一方面从科技创业人才视角出发匹配孵化器，基于网络

嵌入视角，李永周等[9]指出孵化器有效链接的高校、科研院所为科技创业人才提供创新源，科技创业人

才进入孵化后，在一定时期内对孵化器提供的创业要素产生依赖。基于资源视角，姚晗等[10]认为由投资

主体差异产生的不同类型孵化器通过决定孵化器在人才、资本、关系以及声誉资源结构和战略行动进而

影响孵化绩效。另一方面从孵化器视角出发匹配科技创业人才。陈黎[11]认为在孵企业获取匹配性资源的

精准程度与孵化器管理服务人员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数有关。孵化器有助于培养创新人才，技术创新

活动的决定因素是科技人才，但并不是所有科技人才都能成为合格的科技创新人才，而孵化器可以通过

对科技人才的不断培训完成科技人才到科技创新人才的转化。通过构建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与科学的

市场导向考核机制，有效激发科技创新人才的创造潜能与活力，从而加速推动具备才华与创意的科技工

作者向新兴研发平台汇聚，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12]。特别的，适配不仅要考虑双方因素，

还要考虑到政府治理水平、法治化水平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等外部环境[13]。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多从孵化器或者科技创业人才单一视角进行分析，且主要围绕孵化器与科

技创业人才的绩效方面进行展开，缺乏二元关系视角下科技创业人才和孵化器入孵前的耦合、协调和适

配关系的研究，对双方的具体适配影响因素尚不清楚。为此，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成果，首先采用文献搜

集法和专家咨询法提取科技创业人才和孵化器的适配影响因素，然后构建科技创业人才和孵化器适配影

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为后续科技创业人才和孵化器的适配研究提供借鉴。 

3. 研究方法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 ISM)最早是由美国学者 Warfield 提出，通过

矩阵运算与计算机辅助，将繁杂的系统拆解为易于管理的子系统，并逐步构建出分层次的结构模型。该

模型采用节点与有向线段构成的图形，生动描绘了系统内部的复杂联系。ISM 方法通过层次分析优化因

素结构，分析影响因素间的关联性和作用机理，本研究将 ISM 模型应用在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中，

旨在确认影响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的关键因素，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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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文献检索和专家访谈实现影响因素识别，在文献检索方面，以 2016~2024 年为期间，检索主题

包含“孵化与适配”、“孵化与治理”、“孵化与关系”等关键词搜索的文献。通过人工筛选文献题目、

关键词和摘要，初步删除与研究主题不相符的文献；之后通过精读正文，筛选出与本文研究内容强相关

的文献。通过进一步归纳总结文献，发现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的影响因素多从个体、组织、过程、

环境四个方面，因此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对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的影响因素进行划分。初步从不同维

度拟定 24 条影响因子，经过与相关领域专家三次讨论，最终选取 15 个影响因素。为方便后续数据的分

析和计算，现将上述 15 个影响因素进行编号，如表 1 所示。 
 

Table 1.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it of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 talent with incubators 
表 1.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层面 序号 影响因素 

个体 

S1 资源整合能力 

S2 创业导向 

S3 共享认知 

S4 科技人才的从业经历 

组织 

S5 孵化器控制力 

S6 孵化器类型差异 

S7 孵化器战略差异 

S8 孵化器网络嵌入 

过程 

S9 孵化网络关系强度 

S10 入孵机制 

S11 平台正式治理 

环境 

S12 市场竞争强度 

S13 环境动态性 

S14 区域创新网络多样性 

S15 政府治理水平 

4.1.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资源整合效应可以满足孵化器与在孵企业的资源需求，促进企业资源向企业孵化绩效快速转化[14]。
在孵企业与资源提供者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或者互相兼容[15]，则意味着科技人才的资源整合能力对孵化

器以及在孵企业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创业导向与创业者自身的内在特质有关，项国鹏等[16]参考以往

文献，将创业导向分为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前瞻性。孵化器自身也具有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风格的

孵化器来说，不同创业导向的人才具有异质性。人们会将以往的工作习惯、方式、方法、行为和态度等

带入到新的工作环境中，对现有工作发挥影响力，张力等[17]基于孵化互动展开理论分析，通过对 216 份

样本数据生存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孵化互动中，孵化器管理人员的从业经历等都是影响在孵企业

的成功毕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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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 

当孵化器控制力表现出对在孵企业全力支持和帮助时，会给在孵企业带来超乎平常的创新孵化收益。

但是孵化器控制力存在阈值效应[18]，如果孵化器过度控制，则会减低在孵企业的满意度，从而降低合作

意愿。姚晗等[10]通过对 91 家孵化器进行分析，发现各类孵化器自身资源结构存在不同，同时对孵化器

绩效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重视孵化器价值主张与创业企业资源需求的匹配[19]，不同创办主体背景孵化

器的价值观念和资源结构存在明显区别，也会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在孵化平台所提供的丰富资

源框架内，创业企业在进行学习行为决策时，其核心考量聚焦于其网络资源的独特优势，而非单一地依

赖于孵化平台资源的直接作用[20]，网络嵌入对孵化器绩效的影响深远，随关系深入，其效果亦展现出多

变性[21]，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4.3. 过程层面的影响因素 

孵化器整个孵育过程开始于企业入孵，直至在孵企业创业成功[22]。不同的孵化器根据自身的资源优

质及核心能力，通过更细化和更加明确的入孵机制，综合挑选更加与孵化器适配的人才与入孵企业。初

创企业一般都会存在高经营风险和高交易成本等问题，严重影响初创企业的生存率，孵化网络关系通过

信任机制和第三方信用认证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16]，大幅度提升初创企业的创业成功率。孵化企

业的网络关系在降低孵化企业的交易费用的同时，也有排斥外来企业的风险，导致孵化企业和孵化企业

之间的信息交互和资源共享的机会下降，进而影响孵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功机率。平台正式治理机制

是一种硬性的治理方式，通过制定详细的正式合同，采用契约和规则的形式对各方面的行为加以规制，

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降低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推动生态主题间的互动，促使新创企业持续

健康的发展。 

4.4. 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网络创新多样性，具体指企业拓宽网络知识领域范围以及提高网络技术创新能力的一种行为或者状

态[23]，是衡量网络创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体现了网络技术知识的多样性。在不同地区之间，企业之

间的创新资源的动态流动，各创新资源要素之间可以通过相互交叠、互动而形成不同的组合路径[24]，有

助于形成知识的“空间外溢”，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根据制度理论，孵化器行为决策由其所处法

制、认知、规范等制度环境塑造[25]。政府治理水平是政府对自身权力行使的制约程度和行使效率的外在

反映，政府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干预程度不可避免的影响市场竞争机制，在相对公平竞争氛围下，受到

激励的新创企业与科技创业人才自然配合的更加默契，促进孵化事业的发展[13]。 

5.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研究发现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为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这些影响

因素之间的层级结构，故建立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的影响因素 ISM 模型。 

5.1.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的构建流程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的构建流程一共分为以下六个步骤： 
步骤一，筛选影响因素，确定二元关系。通过文献搜集法和专家咨询法筛选出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

器适配影响因素最终影响因素，并且运用德尔菲法判断影响因素之间的二元关系。 
步骤二，建立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通过步骤一得到的二元关系建立矩

阵元素只含 0 和 1 的邻接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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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计算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由于影响因素比较多，为保证计算

正确率和效率，本文利用 MATLAB 软件计算可达矩阵。 
步骤四，划分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层级。 
步骤五，绘制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图。 
步骤六，构建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将具体编号所代表的影响因素代入已

经绘制出的多级阶梯结构图中进行替换，构建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 

5.2.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邻接矩阵的建立 

本研究通过专家打分量化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各影响因素间的作用关系，便于展开数据分析。

根据上述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体系，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选取 1~5 五个分值对影响因

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并邀请包括 5 名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5 名从事孵化器工作十年以上的工

作人员共 10 位专家对影响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进行双向打分。根据已有的调查问卷，剔除内容缺失、专

家信息补全失败的无效问卷，利用剩余的有效问卷对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判定，建立科技创业

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用“0”或者“1”来表示邻接矩阵的元素，如果因素 i 对因素 j
有影响用“1”进行表示，如果因素 i 对因素 j 没有影响则用“0”进行表示[26]。最终可以得到表示科技

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邻接矩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Neighborhood matrix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itness of tech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nd incubators 
表 2.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邻接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3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4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5 1 0 1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S6 0 0 1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S7 1 0 0 0 1 1 1 0 0 1 0 0 0 0 0 

S8 1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S9 1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S1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S11 1 0 0 0 1 1 0 1 1 0 1 0 0 0 0 

S12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0 0 

S13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1 1 0 

S14 1 1 0 0 0 0 0 1 1 0 0 1 0 1 0 

S15 1 1 0 0 0 0 0 1 1 0 0 1 1 1 1 

5.3.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可达矩阵的计算 

在 n 个影响因素之间，为了表明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可以运用可达矩阵

M 表示[27]。对邻接矩阵 A 加上单位矩阵 I，后并对整数 n 做矩阵(A + I)的幂运算，得到可达矩阵。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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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式如下： 

 ( ) ( ) ( )n i nM A I A I A I+= + = + ≠ +  

上述幂运算的计算过程是基于布尔代数运算法则得到的，矩阵 M 为可达矩阵。其中，元素 Mij 为 1，
表示因素 i 对因素 j 有影响；元素 Mij 为 0，表示因素 i 对因素 j 没有影响[28]。运用 Matlab 对邻接矩阵进

行计算，通过编程运算得出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可达矩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achability matrix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nd incubator suitability 
表 3.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可达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3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4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S5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0 0 

S6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0 0 

S7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0 0 

S8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0 0 

S9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0 0 

S1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S11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0 0 

S12 1 1 1 0 1 1 1 1 1 1 1 0 0 0 

S13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0 

S14 1 1 1 0 1 1 1 1 1 1 1 0 1 0 

S15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5.4.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层级的划分 

为确保可达矩阵中各影响因素按层次得当分配，将计算所得的可达矩阵区分为若干独立区间及层级。

R(Si)代表要素 Si 的可达集合，即 Si 能够直接影响的所有其他要素的集合，这一集合是通过识别可达矩

阵中第 Si 行对应的、值为 1 的列所指示的要素来确定的。A(Si)为前因集合，这一集合是通过识别可达矩

阵中第 Si 列对应的、值为 1 的行所指示的要素来确定的。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因素的集合 L1：

( ) ( ) ( )R Si A Si R Si∩ = 。L1 中的元素属于同一个层级，具有以下特点：从其他因素可到达该因素，而从

该因素则不能到达其他因素。通过剔除可达矩阵 M 内 L1 元素相应的行列，诞生了新矩阵 M1。此法不断

迭代，便能逐步揭示 L2、L3 等各层级的元素，直到所有因素的等级序列完美展现，如表 4 所示。 

5.5.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多级阶梯结构图的绘制 

根据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层级划分结果以及划分结构矩阵，建立如图 1 影响因素多

级阶梯结构图。 

5.6.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构建的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结果显示，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总共分为七层，如图 1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5.151046


陈曦，田颖 
 

 

DOI: 10.12677/orf.2025.151046 511 运筹与模糊学 
 

Table 4. Hierarch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itness of tech entrepreneurs with incubators 
表 4.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层级划分 

 R(Si) A(Si) R (Si) ∩ A(Si)  

S1 S1~S3 S1, S3~S9, S11~S15 S1, S3 L2 

S2 S2 S1~S9, S11~S15 S2 L1 

S3 S1~S3 S1, S3~S9, S11~S15 S1, S3 L2 

S4 S1~S4 S4 S4 L3 

S5 S1~S3, S5~S11 S5~S9, S11~S15 S5~S9, S11 L3 

S6 S1~S3, S5~S11 S5~S9, S11~S15 S5~S9, S11 L3 

S7 S1~S3, S5~S11 S5~S9, S11~S15 S5~S9, S11 L3 

S8 S1~S3, S5~S11 S5~S9, S11~S15 S5~S9, S11 L3 

S9 S1~S3, S5~S11 S5~S9, S11~S15 S5~S9, S11 L3 

S10 S10 S5~S15 S10 L1 

S11 S1~S3, S5~S11 S5~S9, S11~S15 S5~S9, S11 L3 

S12 S1~S3, S5~S12 S12~S15 S12 L4 

S13 S1~S3, S5~S14 S13, S15 S13 L6 

S14 S1~S3, S5~S12, S14 S13~S15 S14 L5 

S15 S1~S3, S5~S15 S15 S15 L7 

 
从以上分层可以看出，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 ISM 模型最后分层较为复杂，第四层到第七

层虽然每层只有一个影响因素，但是这些影响因素均来自于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环境

维度，因此，本文将第四层到第七层归结为根本因素；第三层包含的因素数量比较多，其中大部分因素

来自于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组织维度和过程维度，本文将第三层归结为间接因素；第

一层和第二层每层包含两个影响因素，其中三个因素来自于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的个体

维度，也是最表层的影响因素，本文将第一层和第二层归结为直接因素。 
根本因素是最难识别出来的因素，因此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但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要促使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之间的快速匹配，并且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就必须以根本问题为抓手，找准问

题的关键核心所在。间接因素虽然不是最为根本的影响因素，但是在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的适配中发

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既受到根本因素的影响，又不断影响着直接因素，对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

的适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直接影响因素是最容易被识别的因素，也会受到根本因素与间接因素的影

响，当根本因素无法改变或者根本因素难以辨别时，应该着重注意直接因素的作用。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采用 ISM 方法分析了影响孵化器与科技创业人才适配的关键因素，得到了 4 个维度，15 个影

响因素的适配体系以及 ISM 多级递阶结构模型。ISM 模型研究表明：市场竞争强度、网络创新多样性、

环境动态性、政府治理水平为孵化器与科技人才适配的根本因素；科技人才的从业经历、孵化器控制力、

孵化器类型差异、孵化器战略差异、孵化器网络嵌入、孵化网络关系强度、平台正式治理为孵化器与科

技人才适配的间接因素；资源整合能力、共享认知、创业导向、入孵机制为孵化器与科技创业人才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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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ulti-level ladder structure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it of tech entrepreneurial talent with incubators 
图 1. 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影响因素多级阶梯结构图 
 

的直接因素。 

6.2. 建议 

当前，中国孵化器由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促进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之间的

适配，发挥孵化器的最大效用，是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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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化平台环境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环境维度因素具有较高的驱动力，且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科技创业人才与

孵化器的适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平台，为科技创

业人才和孵化器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同时鼓励孵化器与科技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人才

共享机制，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异质性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的融合。

例如，提供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通过政府治理能力的建设，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充分发挥政府治理在创业系统中的积极作用，维持市场良性竞争，在合法性的基础上构建和引领孵化器

的发展，有效促进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 
政府部门设立专项技术研发资金，支持服务平台建设。引导有实力的科技企业参与平台开发，以合

作分成的模式保障平台的持续升级与运维。各地科技主管部门负责统计辖区内孵化器与高校、科研机构

的合作意向，按季度发布合作信息，推动双方对接。对达成人才共享合作的单位给予一定的奖励资金，

激发各方积极性。技术层面，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具备成熟的技

术条件与专业人才，能够保障服务平台的顺利搭建与稳定运行。政策推动上，政府对创新创业高度重视，

出台相关奖励政策引导合作符合政策导向，易于落地实施。从实践反馈来看，部分地区先行试点的类似

交流活动与人才共享机制已初见成效，证明此对策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能切实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促

进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 
2. 搭建透明信息平台，促进异质双向融合。 
个体维度和组织维度的影响因素多处于层级结构的中间，同时具有较高的驱动力和依赖性，作用路径

承上启下，因此需要多方面协同控制。可以利用智能算法对科技创业人才和孵化器的信息进行匹配，提高

匹配的准确性和效率，鼓励双方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进行主动搜索和对接。双方加强文化交流，增进彼此

的理解和认同，例如，举办创业沙龙、技术研讨会等活动，促进双方的思想碰撞和创意激发。搭建透明的

信息平台，对科技创业人才的从业经历、孵化器的类型、孵化器战略差异和孵化器控制力等信息公开评估，

过滤冗杂的模糊信息，增加科技创业人才与孵化器适配概率，加强孵化器和科技创业人才的协同发展。 
孵化器运营主体联合行业协会共同策划组织创业文化交流活动，制定详细的活动流程与预算。每次

活动结束后收集参与者反馈，以便优化后续活动。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选定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

制定评估规范与指标体系。要求评估机构严格按照标准作业，对违规行为予以严肃处理。举办创业交流

活动成本相对较低，可充分利用现有场地资源，通过邀请嘉宾分享经验能吸引参与者，具有实践操作性。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能够保障信息评估的公正性与可信度，有利于增强双方信任，促进协

同发展，整体方案切实可行。 
3. 完善平台入孵机制，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过程维度因素多数属于层级结构的上层，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为直接影响因素。入孵机制直接影

响在孵企业的质量，从而间接对有入孵意向的科技创业人才产生冲击。明确入孵标准和条件，加强入孵

企业的筛选和评估，优化入孵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提高入孵效率，加强孵化器自身建设，

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实力。引入专家评审机制，对申请入孵的项目进行全面评估，确保优质项目能够顺

利入驻。建立线上线下的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孵化器内外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通过

平台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共享，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只有不断优化和改进，提升资源禀

赋能力，才能提高孵化器与科技人才匹配成功率，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孵化器运营机构联合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入孵标准，广泛征求意见后发布实施。设立

标准修订工作小组，每年定期开展调研与修订工作。由孵化器运营机构负责专家评审团的组建与管理，

制定评审流程与规则。建立专家库，按年度更新成员信息，根据评审项目需求随机抽取专家。动态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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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孵标准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确保筛选出优质项目，已有不少孵化器在探索类似做法并取得一定经验，

具有可复制性。一站式入孵服务与线上办理模式已在政务服务等领域广泛推行，技术成熟，可有效节省

时间成本。专家评审团汇聚各方专业智慧，能为项目把关，提高入孵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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