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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非营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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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500家孵化器，13000家在孵企业，32家上市公司，30万从业人员，中国科技企业
孵化器蔚为大观，为协调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世纪已经过去了两
年，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依然还在困扰并迷惑着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经营管
理者们：“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究竟应该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 
孵化器的非营利特征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社会非营利机构的萌芽与演变休戚相关。非
营利机构的萌芽与演变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基础。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正确认
识、理解非营利问题的前提。 
非营利机构是西方国家与社会两极化的产物。国际公认的非营利机构的正确含义是：既非
政府下属或附属组织，也非企业组织（营利组织），而是区别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却
又处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具有制衡作用的“非官非商”的“第三部门”。“第三
部门”的独立存在和迅速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究其本质而言，非营利机构从
事的与其说是一种经济活动，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公益活动。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社会整体变迁的大环境中，“第三部门”的雏形在中国各行
各业出现。但这些所谓的“第三部门”大多数脱胎于“政府办的非政府机构”，纯粹民间
办的“草根型”非营利机构等寥寥无几。西方非营利机构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在中国依然
行不通。在社会非营利机构的培育、发展方面，“中国特色”一样非常鲜明。 
和其它行业的公益性组织一样，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诞生了。最先
出现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采取的还是纯事业单位的模式。但很快，出于对经济效益和非营利
性等方面的追求，八十年代末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最早的一批管理者参照其它行业的经验
摸索出了一个并非全新的模式——“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一“发明”至今仍为大多
数国有孵化器所沿用。 
在中国，目前没有任何官方或非官方人士明确地把众多国有孵化器称为非营利机构，而只
是强调其“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原因与国有孵化器尚缺乏非营利机构的合理内核有很
大关系。被众多研究者广泛引用、关于非营利机构的国际权威论述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塞拉蒙教授的说法，他认为非营利组织应该具有六个基本特征：一是“正规性”，即
非营利组织必须具有正式注册的合法身份；二是“民间性”，即非营利组织应从组织机构
上与政府分离；三是“非营利性”，即非营利组织不得为其拥有者谋求利润；四是“自治
性”，即非营利组织要能控制自己的活动；五是“志愿性”，即在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和管
理中均有显著的志愿参与成分；六是“公益性”，即非营利组织要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和
为公众奉献。在上述六大特征中，中国国有孵化器只具备了两条：即“非营利性”和“公
益性”，而最缺乏的是：“正规性”、“民间性”和“自治性”。在中国要正式注册一家
非营利机构是不可能的，那里没有“非营利机构”这个名称可供备案。在中国也没有一家
国有孵化器完全从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大多数国有孵化器都是政府机构或政府派出机
构的附属品，带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其主要经营管理者也多由政府委派。国有
孵化器在财政上对政府的依赖性自不待言，它们的资金全部来自于政府财政。 
无庸置疑，中国政府之所以直接进行资源的配置、大举兴办孵化器完全出于“非营利性”
和“公益性”。在大方向上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之外，国有孵化器与西方非营利
机构在具体形态或者说是生态上的相似成分还有： 
第一、非营利性、非偿还性投资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国有孵化器属非营利性投资。这种投资的特点在于其是实现宏观目
标的政策工具，而不是资本经营行为，其结果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政府选择此
类建设项目并不是取决于它的直接经济效益，而是取决于它的贡献。另外，孵化器等新型
社会公益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开资庞大、投资回收期十分漫长，民间投资者一般根本不想问
津或无力问津。此类投资一般由政府拨款，属于非偿还性投资。 
第二、没有所有者 
在国际上，真正非营利机构的重要特征是只有生产要素所有者，没有整个机构所有者。在
中国，包括医院、学校、养老机构和国有孵化器在内的官办“非营利机构”和所有国有企
业一样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国家或政府这一长久的单一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在“非营利机
构”中实际上是虚有其位，它们实际上为所在社区所拥有，与外国的非营利机构的“没有
所有者”“异曲同工”。没有所有者的最大好处是没有谋利的强烈动机。 
第三、非企业 
非营利机构的根本形态特征是非企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不能在股东之间分配而只
能用于再投资、机构破产后全部财产归社会所有。非营利机构在中国民政部门取得的模糊
性替代名称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例如，非营利民办学校在民政局注册的单位性质就是
“民办非企业单位”。顺理成章，我们完全可以把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科技企
业孵化器看作是“官办非企业单位”。 
第四、利润没有分配 
非营利机构另一重要特征是利润不能分配。在股东单一的情况下，在非营利机构产权所有
者虚位这一现实状况面前，“利润如何处置”根本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如同众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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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一样，国有孵化器的回报和利润的处置等等问题显得多余。“事业单位企业化管
理”也好，“官办非企业单位”也罢，其着眼点在于社会效益，而基本不在乎眼前的多少
经济利益。 
第五、享受政府税收优惠 
在美国非营利机构又叫免税机构。中国带有非营利机构特征的单位均不同程度享受着政府
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国有孵化器赖以生存的主要财源之一便是财政税收返还。         
第六、经营公共产品 
中国政府办的“非营利机构”经营的都是公共产品。典型的如孵化器生产的“公共产品”
就有四大类：企业、企业家、劳动就业、新增税收。 
第七、经营方式公开、透明 
因为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公益性职能，非营利机构面对社会的行事方式是公开和透明的，在
机构资源的使用上具有“非排它性”，在机构利益和分配上具有“非占有性”。在这方
面，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做出了表率。 
第八、诞生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效的社会背景 
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为数庞大的长期弱势群体和暂时面临特殊困难的特定群体，他们在明
显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无法、无力得到自身所需要的服务或没有能力判断所获得服务的水
平与质量，在市场面对这样一些群体失去作用的时候（市场失效），以公益事业为己任的
非营利机构出现了。理论上，非营利机构在交易费用较低的前提下能为这些群体提供带有
社会福利性质和不带有欺诈、侵害的合格服务。孵化器所服务的创业者与归国留学人员正
是这样一种需要特殊服务的暂时困难的群体。 
以上八大特征可以被看作是国有孵化器已初步具备的国际非营利机构的部分合理内核。 
一个政府可以规定一个产业的营利与非营利走向，如果它想这么做和它认为有必要这么做
的话。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作出类似硬性规定。我们目前所见到
的关于国有孵化器非营利性的比较明确的官方说法是：第一、“在很大程度上讲，孵化器
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公益性职能。”第二、“孵化器的非营利模式和营
利性模式两种模式将在今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相得益彰。从长远看，伴随着我国经济
的发展，公益性（非营利性）孵化器将会越来越有生命力。”（科技部火炬中心对洛阳高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调整运行机制的指导性意见）这样的说法已足以反映中国科技企业孵化
器尤其是国有孵化器的本质特征和未来的发展主流。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科技企业孵化
器研究中心） 
（200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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