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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孵化 嚣是一种培育中小企业创新系统的人 工环境，孵化企业的实质是控制并调节孵 

化嚣之中的条件和环境以使其符合企业的发育．本论文通过对孵化器的概念、目标和特征的考 

察，描述了企业孵化的周期和一般性动态过程，并重点分析了夸理配置孵化资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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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弓I 言 I ‘ 1 企业孵化器的概念、目标及其 

F-2-』v 特征 
企业孵化器是一种培育中小企业创新系统的 

人工环境 -它源于早期 中小企业支持计划 系 ，但 有关企业孵化器 的概念
， 目前有许多不同的 

又有着 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运作方式 ．如今．企业 

孵化器作为经济与就业发展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受 

到人们 的关注 ．其发展呈突飞猛进的态势． 

目前对于孵化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孵化器的 

经济效果分析．据美国国家企业孵化器协会(The 

National Business Incubation A~soc[ation．NBIA) 

最新研究报告分析 ．每年 1美元 的公用经 营补 

贴 (public operating subsidy)投入到企业孵化器之 

中可产生近 45美元 的税收收益(tax revenue)；孵 

化器创建一个就业机会的成本是 11oo美元．而其 

他机制创建 一个就业机会的成本是 10，000美元： 

孵化 器中每 50个就业机会将产生孵化器外社区 

(communities 就业机会 2j个；经过孵化 的企业 

成功概率超过 84 ．研究还表明 管理 良好的 

企业孵化器能够改善企业生存条件、加速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降低投资风险．因此．研究企业孵化 

过程并探讨一个比较成功的孵化器资源配置模式 

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定义．文[1]认为，企业孵化器是一种为培育新生 

企业而设计的受控制的工作环境，是一种创新工 

具和手段．在这个环境下，人们试图创造一些条件 

来训练、支持和发展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与盈利的 

企业．其特点包括：1)一个有管理的提供共享设 

备、集中式咨询服务和企业间交互活动的工作空 

间；2)一个小型管理团队 ，具有核心能力以提供企 

业危机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或者转诊介绍，并通过 

其广泛的专业网络为企业提供机会i 3)精选有潜 

力的新兴中小企业人驻；4)孵化器自身实行企业 

化运作i 5)初始支持几乎一直由政府以低(无)租 

金空间和公用经营补贴的形式支持，直到孵化器 

从客户收取的租金、费用能与孵 化器运 营费用相 

匹配为止；等等， 

文[4]认为，企业孵化器是一种经济开发工 

具，通过为一组企业提供支持性资源和服务而加 

速新创企业 的成长和成功，企业孵化器的主要 目 

标是培育在财务上独立可行的成功企业，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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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管理(on—site management)． 

文_5]认为，企业孵化器是一个培育年轻企业 

的服务性组织，为企业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 ：管 

理、融资、业务和技术支持及共享办公服务．企业 

不仅可从业务和技术援助中获益 ，而且可从 以下 

各方获益：1)政府；2)处于创业氛围之中的支持性 

社区；3)健康与生命保险计划的群体使用率；4)与 

其他企业的即时联网和商业机会． 

美国国家企业孵化器协会 ( BIA)认为 ：企 

业孵化是一个商业企业发展的动态过程；孵化器 

孵化年轻企业，在他们非常脆弱的启动时期帮助 

其生存并成长．孵化器为企业提供内行管理帮助， 

将企业引向融资之道 ，为危机企业暴露风险并提 

供技术支持服务．他们也为企业提供共享办公服 

务和设备、灵活的租金和可扩展的空间——一切 

都处于一个屋檐下． 

文E7]提出，企业孵化器就是临近研究或开发 

机构的一幢或一组建筑，其中为来 自研究机构或 

商业机构的创业者准备了可短期使用的工作、生 

活空间，以使其得以进行战略研究或原型开发等 

活动．该中心的管理团队将提供共享办公设施、就 

研究成果在本地区工商业上应用的可能性进行调 

研 、提供相应的硬件设施 和人才网络 、就税收和商 

业发展提供建议等．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孵化器在 

“内生型地区发展战略”(strategies for endogenous 

regional development)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战略 

注重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同于传统的注重 

对企业财政补贴 的地区发展战略．美 国的一些研 

究人员提出，企业j陴化器并不局限于一幢或者数 

瞳孵化大楼及相应的服务支持，它与四种机构密 

切相关 ：1)快速增长的高技术企业；2)处于变化中 

的成熟企业．他们需要不断调整以应付竞争而衍 

生出许多新公司，成为另类孵化器；3)跨国公司的 

地区总部，汇集了所有至关重要的资源，得以发挥 

企业孵化器的功能；4)研究机构．他们甚至认为大 

都市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孵化器，其中有些社区 

往往满足小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条件，同时这种“城 

市孵化器 往往在城市中不断迁移． 

综上所述 ，企业孵化器是一种培育 中小企业 

创新系统的人工环境，其主要 目的是帮助新创或 

将刨企业发展为一个在财务上可以生存、业务上 

能够独立发展的自立企业．在客观上，企业孵化器 

能够推动社区经济的发展并促进科技成果的转 

化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孵化器 的重要特征在于为 

一 组企业(一般是 2O一25个企业)提供共享 的办 

公设施和设备 ，关键是现场管理服务和培训．其区 

别于传统企业发展服务体系的优势在于：它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网络化服务和一组战略协同伙伴．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协同作用催化自己的成 

长．企业孵化器一般采取企业化运作，其有效运营 

的基本原则是：1)渴求通过最大化新兴公司的成 

功概率而耐其所处社区经济的健康运行施加积极 

的影响；2)本身是一个足可支撑的有效率的业务 

运营动态模型． 

2 企业孵化：周期与动力学过程 

孵化，意味着在特定的条件下保持并控制环 

境中的各种参数，以有利于待孵物出雏并发展壮 

大，它还包括对待孵物给定形态和主旨或引导其 

发展 ．企业孵化过程就是通过保持并控制孵化 

环境中的各种参数，催化企业成功成长的过程． 

企业孵化器的孵化对象是新刨或将创的新兴 

中小企业，他们之所以需要孵化，是因为其具有很 

高的失败风险0．根据研究，未经孵化的中小企业 

失败的关键原因是资本投入不足(undercapitali 

zation)和管理匮乏(poor management)．按照美国 

国家企业孵化器协会(NBIA)的观点 ]，孵化成功 

的企业应在财务上能独立生存．由此可见，企业成 

功孵化的关键参数是财务独立能力和管理能力． 

但仅在财务上独立生存并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还 

不能保证企业成功出孵，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能 

力的提高也应是我们考察企业成长的关键参数． 

人驻孵化器的企业大多具有高技术背景，其商业 

创新思想～旦转化为商品则会为企业带来巨大收 

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无疑对企业成功出雏意 

义至关重大．而一个企业走出孵化器之后，不能适 

应市场竞争，在失去孵化器的温室保护之后必将 

趋于失败．也不能说这个企业成功出孵．所以，我 

们要考察企业在孵化器之中的发展阶段应该从企 

业的财务独立生存能力、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 

和竞争能力等四个角度人手，根据其不同的表现 

将企业的孵化成长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发 

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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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萌芽阶段(embryonic stage)，这一阶段的 

企业一般处于商业创新的构思阶段，还未形成一 

定的业务运作模式．经过孵化，企业酝酿出其成长 

所需的各种能力参数，业务运作模式也逐步定型． 

一 般地 ，这个过程从拥有创意算起需要 6个月左 

右的时间． 

2。成长阶段 (growth stage)，这一阶段的企业 

处于孵化的关键时期，企业的投资能力、管理能 

力、竞争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各种能力正处于 

形成中．这一时期是企业孵化的最长的时期 ，企业 

能力将得到全面提升．一般地，这个过程需要 2— 

3年左右的时间． 

3。成熟 阶段 (maturity stage)，这一时期 的企 

业基本孵化成型，财务上基本能够独立，管理能力 

基本达标，但是竞争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需要在 

市场之中继续完善．这个时候的企业大部分开始 

持 

孵 

企 

业 

忙于出孵事宜，同时出孵之后在某些方面还需要 

孵化器的继续支持．一般地，企业即将可以出孵或 

者出孵之后的3年内都属于这个时期． 

考察企业孵化过程不仅要了解企业的发育阶 

段，还要考察孵化器所处的生命周期．美国学者 

Allen．经过研究，提出著名的个体孵化器发展生 

命周期理论 ．个体孵化器的发展将经过启动时 

期(start—up phase)、业务发展时期(business deve— 

lopment phase)、扩展时期(expansion phase)和衰 

落时期(decline phase)等四个阶段；各时期的金融 

特性、管理能力和设备与房地产属性各不相同，因 

而各时期的孵化企业的过程也不尽相同． 

孵化企业的模式有多种，不一而足．但孵化企 

业的一般过程可归结如图 l所示．其中，选择入驻 

企业、诊断企业需求和为企业配置孵化资源等步 

骤至关重要，关乎孵化成败． 

蕾察丹析持孵盘韭 待孵盘业动态 据待孵 业发育城长 4r：~k孵化J芷功 

身发展阚坍确 目的与要求 

定选择标HI 

企业孵化的动卷过程 理有可提供ll勺孵化 

资坶 

图 1 企业 孵化 的一般过程 

文[11]研究表明，孵化器的入驻标准(en— 

trance criteria)有：支付租金的能力、与孵化 目标 

的兼容性、应用组件的完成、证明企业本金的能 

力、预计的成长潜力、综合商务计划的完成和给予 

孵化器特许权或者权益收入的潜力等．不同时期 

的孵化器对于这些入驻标准的偏好是不同的．启 

动时期的孵化器主要注重于为企业提供建筑／空 

间和设备等，其主要标准可能是租金支付能力．业 

务发展时期的孵化器关注创业 发展 ，企业预计成 

长潜力成为主要入驻标准．扩展时期的孵化器的 

主要入驻标准是企业的成长潜力、完成综合商务 

计划的能力、给予孵化器特许权或权益收入的潜 

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此时的孵化器还需要重新征 

募新的企业，此外，对于不同发育时期的企业其具 

体入驻标准的确定应该有所差别；对于萌芽时期 

的企业更多的是看重其技术潜力和支付租金的能 

些  

业 

企 

业 

力 ；对于成长时期的企业所观注的焦点很有可能 

是企业 的成长潜能；对 于成熟时期的企业可能还 

会提出股权要求． 

企业孵化的主要工作是现场管理 (on—site 

management)，即根据其发育需求结合孵化器自 

身条件 ，开发并配置企业所需的各种孵化资源；对 

不能诊断的企业转诊介绍(referra1)． 

综上所论，企业孵化的一般进程可以描述为 

通过资源配置促成企业成长能力的动力学过程， 

表述如下 ： 

1)通过孵化，企业须具备一定的财务独立能 

力(c．)、管理能力(c )、技术创新能力(c )和竞 

争能力(c )以及由这些能力协同形成的综合素 

质能力(c )．设企业成功孵化能力 c 的最低要 

求是 c。( =1，⋯，4)，综合素质能力的最低要求 

为 c 。，假定存在一个共同的能力度量单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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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能力单位)表示．设 为系数变量， ( 。， ， 

， )表示 4种能力之间的某种协同关系函数， 

则各种能力可以量化表示为 

e 一 (1) 

C = ( 1， 2， 3． )G  (2) 

企业孵化成功时 

C ≥ 且 C ≥ C ( 

2)设孵化器中只可孵化能力c．的资源是 尺．， 

可同时孵化能力 C．和 ，的资源是 R (其中，i< 

)，可同时孵化 3种能力的资源是 尺 (其中 i<J 

< )̂．可同时孵化4种能力的资源是尺m ，孵化综 

台素质能力的资源是尺 ，其中资源 、尺 尺 

和 R 是具有协同性质的协同要素资源．假定存 

在一个最小资源单位可统一度量这些资源，设为 

R 资源单位．设t、 、r⋯ 和r均为系数变量． 

则 

尼 一 r．R。 

R ．一 ⋯R tl<  

R — r R ( < J< )̂ 

R1 234一 1 2㈣R 

写成矩阵形式可以表示为 

R 一 Rn 

(4) 

(5) 

(6) 

(7) 

I 

其中，P．为孵化C 的资源行向量． 

R# = rRo (9) 

3)设孵化器在其生命周期的t 时刻孵化C 

的资源供给向量为P ( )；孵化 C 的资源供给 

变量为 r(t、)；则 

资源供给速率为 

SR (t1)一 (1o) 

SR ( )= Ar (t L) (11) 

企业在其发育阶段的t z时刻孵化e所需的资 

源需求向量为P．( 。)；孵化 c 的资源需求变量 

为 r(t 2)；则 

资源需求比率为 
DR ( 2)一 —z-~P ,(t2) (

12) 

DR ( )= zSr (t~) (1 3) 

资源供需差额为 

SDR．( ．t )= P．( )一 P ( ) (14) 

孵化能力差距为 

△C( )一 C． ( )一 C ( 一 1) (1 5) 

其中～C ( )表示t 时刻最低孵化要求；c．( 。一1) 

表示t 时刻初(或者 tz一 1时刻末)企业能力现 

状 ； 

4)由此 ，企业孵化G 的因果反馈回路如图2 

所示(孵化 C 的情景 以此类推)： 

H 篓签l㈣ 
，丰厂去 i 1．嚣 i i ，止 cm“ ) 

命周蚓 ． 1 SDR．(f 2)卜 DR．(f )}．一状志f 

堡 程，企业能力 、t‘ ， 最终逼近于c ‘ 。 而使 资源 系统达到稳定状态
；然后，C (f )跃迁到 。( + 

_)_ 的定义域蔓 到下一 发亨 ，系譬产生 通过前面对企业孵化的一般动力学过程的 
： 发 期 此 墨 竺 } 描述，可 看出企业孵化的实质 控制并调整孵 警竺 功
： 兰 ： 篓点给 发 件和 境培育企业各种能 以 合企业 生变化

'

由此也会影响到孵化行为的动态变化’ ≤吾 动态三三程． 制 调整的一 行 暑效的 

R 

= 

1 { l_ ¨  

f _ f r． 

： ‘ r  r  

r r r 一 

l- _一 r r 

啦 

即 即 

r l- 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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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台理配置企业孵化的资源． 

文[11：研究认为孵化器可为企业提供下列 

资源：1)办公设备与家具；2)办公服务；3)簿记； 

4)财务管理与税收援助 ：5)法律 ／专利 ；6)业务 ／ 

战略计划；7)销售和营销；8)国际贸易：9)行政管 

理；io)政府赠款 ／贷款；11)融资援助；12)人事 

任用援助；13)R＆D与产品开发；14)实验室 ／计 

算机设备；1 5)培训与教育．此外，企业孵化器比 

较重要的资源还有剖业网络资源和政策支持资源 

等共享资源．创业网络为刨业者提供了一个加强 

企业间交互活动和联系与交流的网络平台，促使 

企业取得协同效应． 

为待孵企业配置资源需要遵从四个原则： 

1)协同原则 

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发展方向和竞争优势 

等组成了企业的发展机会，所有企业的发展机会 

组成孵化器的多元化商业方向．企业孵化器需要 

对这些商业方向进行协调；各企业需要将其所追 

求的机会与孵化环境相匹配；成功协调和匹配的 

关键是通过资源配置而获取协同效应 —— 企业 

通过识别 自身能力和孵化环境与机会的匹配关系 

来成功开拓新事业，孵化器通过协同效应在市场 

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和价值增值． 

2)动态原则 

个体孵化器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孵化器生命 

周期对财务、管理、设备和房地产等资源的重大影 

响，配置孵化资源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处于其不 

同发育阶段的企业对孵化资源的要求不尽相同： 

萌芽时期的企业对建筑空间和一些较为基本的资 

源要求强烈一些；成长时期的企业对于财务和管 

理资源的要求更为迫切 ；成熟阶段的企业需要 

更多的协同要素资源．根据不同的时间特性动态 

配置资源是一项重要原则． 

3)经济效果原则 

资源配置要有利于社区经济多元化和就业机 

会的创造． 

4)综台全面原则 

资源配置要能够促进科研成果成功商业化， 

帮助企业完善管理能力、财务独立能力、竞争能力 

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综台素质能力． 

综上，设计图 3所示的资源配置流程图，具体 

描述如下： 

^驻 企业 

J：分 企业嚣育所段的特l占与盘业孵化器所址的生命周期 

根据企业笈育现状谚 

断企业能力缺陷．求 

解资源需求 

输出资_塬l需求矩阵 

RH 1 ☆ 

3 来证韭能力发展趋势I 

和成长谱力 I 

输出未桌企业潜在能力向量 cc= 

{c C ．G． ． 。) 

根据生命周期 

折孵化器耳境j 

孵让话埘堡台 

站台五三业来来所栳选到肿齄力、修正摄撑需求矩阵 

∞  

缩台企业潜在能力向量和孵化器中孵化 

资j碌集台、得到相应的资源供给矩阵 

5： 匹配与配置 

毕业企业 

图 3 企业孵化与资源配置流 程 

∞ 这些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有许多研究也支持这一点．例如 And~w Duff在其研究著作 State Of TheIndustry Study Busine~ 

incubators In Ausrratia(AUSTEP Strategic Partnering Pry Ltd。1 993)中的一些图表可以说明过方面的问题 ；在其调查的盘上理胚胎发 

育时期的样奉公司里办公资源需求最多，90 左右的公司需要商业计划援助；企业成长时期财务管理和税务援助比较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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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企业发展所处的阶段特点和孵化器 

所处的生命周期，明确孵化器之中的资源特性和 

孵化要求，了解孵化器为企业提供资源的能力．一 

般地，处于萌芽时期的企业对于共享办公服务和 

设备资源、簿记资源的要求要强烈一些；处于成长 

时期的企业对 于现场管理的要求要严格一些 ，它 

们希望能够获取足够的财务管理与融资、税收援 

助、企业 战略、R＆D与产品开发、市场与营销等方 

面的资源以支持其日益增加的资源需求，这个时 

候的企业对于孵化器的水平要求也是比较严格 

的；成熟时期的企业一般是快要离开孵化器的企 

业或者是离开孵化器 3年之内的企业，这个时期 

的企业对于创业网络资源和战略群体资源的要求 

比较强烈，同时企业往往需要在职培训和教育．对 

于孵化器来说．处于启动时期的孵化器往往较为 

内视 (inward Looking)，为企业提供较多的资源是 

空间 ／建筑资源；业务发展时期的孵化器关注的 

焦点是创业企业的发展、管理与财务；扩展时期的 

孵化器的压力主要是吸收更多入驻企业．其配置 

资源的焦点是创造更多有潜力的高价值的公司并 

成功推进新技术商业化；处于衰落时期的孵化器 

所能提供的资源一般难以满足企业孵化的要求． 

2)预测企业能力发展趋势和成长潜力，诊断 

并识别企业能力缺陷和资源需求．首先，分析企业 

发育现状获取企业发育的历史数据和现实数据， 

然后建立数学预测模型预测企业在未来所能获取 

的潜在能力和成长特性．预测所得到的结果是有 

关企业在未来所可能达到的潜在能力 向量 Vec一 

(c ，c ，c ，q，C镕 )．至于诊断并识别企业能力 

缺陷和资源需求．可以借鉴文[1 2]提出的技能树 

的概念设计图 4所示的能力树帮助诊断并识别企 

业能力资源需求．图 4描述了利用能力诊断树识 

别企业核心能力与资源需求的过程．在对待孵企 

业的每一种能力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将其分解 

为各种“部件”和 子部件 ．部件指高标准完成某 

项能力所需要的元素与资源．部件可以细分为子 

部件，子部件可以继续细分．细分到最后，能力树 

末梢的子部件将蕴含着待孵企业的某种具体需 

求 ，代表了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孵化条件和要求．这 

里面的某种需求依赖于企业必须获得的某种知识 

和资源以及对这种知识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开 

发 ，它是企业孵化的多种输入变量之一，通过孵化 

器对企业孵化资源的配置与开发等过程孵化并输 

出一个成功的企业．通过这一步的分析可以获取 

企业孵化所需的资源矩阵和培育综合能力的协同 

要素资源(凡是能够产生2+2=5的效果的资源 

都是协同要素资源)． 

能力部件 1 广 能力于都件 1 

l _卜 引 
L一 能 于部什 n 

自}力辞件3 

i 

自E力部件 n f有劫于实现 

能力的因素) 

图 4 企业孵化能力与需求诊断树 

3)根据孵化器所处的生命周期分析孵化器 提供企业发展的多种资源和 同要素资源；如此 

环境和孵化资源．孵化器环境可以用图 5描述．不 等等． 

同环境的孵化器所能提供的孵化资源集合是不同 

的，分析孵化资源集合的一个方法是将资源来源 

与孵化器环境要素相结合，所有环境要素所提供 

的资源组成企业孵化的资源集合 例如，“大学和 

社区的联动”这一环境要素可提供技术与创新资 

源和源于公用经营补贴的财务资源；“当地顾问” 

可提供财务与管理咨询资源；“专家服务网络”可 

4)根据企业潜在能力向量修正资源需求矩 

阵并列示孵化器所能提供的资源集合．在企业实 

际所需资源集合和孵化器所能提供的资源集合之 

间进行匹配．合理配置资源．同时，根据协同原则， 

结合孵化器的企业组合还可以采取图 6所列示的 

资源配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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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性 的 J 

国 家政 氟 l 

初 蛄政府 舞盘 

梓 l l ‘⋯’ 
的瞄动 l l技术援助 

国际止 业 

眠动 

技术基础设埔 l I 市埔机亡 

创业家 卜——— 企业 卜——叫、 企韭掌 

严 格 的 

业 务埕 展盐 略 

企业 孵化 器 

当地顾嗣 l l l 管理者培训 l l I企业融资 

支 持 看 

委 员台 

业的 

j圭择 毕业 

专 家】噩务 

网络 

围 5 孵化器 环境 框图 

来 源 ：Rustam Lalkaka，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the Promodon of Business Incubator svstems in 

Emerging Economie8．Business and Teehnolog)。De~,elopment Strategies，New York．1 997．18． 

● 增长份额战略 ●增长份额战略 

1拉 ● 市场集中 ●增长战略 

功 或减少资产战略 ●盈利战略 

可 ●转变战略 ●增长战略 

能 《收获或放弃] ●盈利战略 

性 ●资产减少战略 ●财产}奇葬或撤退 

～  

成功所蛤定的NPv J自 

说 明 

、 本矩阵是 根据著名渡士锁矩阵而设 

计的 

、 我们先对持孵企业按照前面的分 

析．根据矩阵的特征．决定谆企业 

应该落在 孵化嚣 的企业组台矩F芊的 

什么霉限 

， 然后我们 根扼不 同的识∞造斗旱7=目 

的费源配置战略． 

图 6 企业孵化的资源配置 战略 

(1)建立一个勇于创新、反应敏捷的高层管 

4 孵化的实质是创新 ，不是模仿 

每一个出孵企业都是市场中的“这一个”．应 

当极具个性色彩．孵化的难度，质言之，就是要为 
一 个有创意的种子企业营造一个十分可能发生的 

生长环境．因而孵化的实质就是创新．如果是模 

仿，那就无需人驻孵化器．这是孵化器管理最应具 

备的管理理念．特别是“产品差异性 及其相关的 

营销、融资、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最能焕发创 

新色彩．更重要的是，要将这种创新在动态的现场 

管理中展开，在虚拟的市场竞争中使之升华．为 

此，企业孵化器管理者应当努力： 

理团队； 

(2)建立孵化器管理信息系统，即时收集统 

计数据与其他评估信息，跟踪用户需求； 

(3)不断吸纳新知识以拓展企业管理和创业 

能 力 ； 

(4)将工作重点放在培育客户上面，并努力 

开发出向客户有效提供设施、资源和业务援助的 

配送体系并即肘发布每个企业的发展需求； 

(5)将企业孵化程序与本地经济建设相结 

合，使程序与孵化环境相匹配，并及时评估孵化器 

的运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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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ubating new enterprises：dynamical process an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ZHOU Ji zhong，LIU Teng 

Graduate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t Beljing．Beijing 1 00039．China 

Abstract： Business Incubator is an artificial environment of fostering the innovation system of SM Es． 

The essential of incubating is controlling and regulating the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of incubator to pro— 

mote the growlh of SMEs．This article depicls the incubation cycle and its dynamical processing through 

reviewing the conceptions，objectives and characters of incubation and incubator．And the problem of dis— 

tribution on resources is discu~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business incubator；dynamical processing；deploying of resources~inc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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