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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瑞安的孵化空间普遍面临“有

空间、缺资源、难运营”的窘境：全市41

家孵化载体中，13家因运营能力不足陷

入空置危机，企业入驻率最低仅38%。

如何破冰？瑞安依托深度调研寻找

突破口。瑞安市科技局创业中心组织孵

化领域专家组成调研组，分类实地走访

各孵化基地，向在孵企业发放服务需求

问卷，了解创业者面临的真实困难和诉

求。针对孵化基地存在定位不准、运营

薄弱等问题，瑞安通过三向发力：“向上”

寻求支持，“向外”拓展思路，“向新”谋求

改革。

三年来，全市“一盘棋”谋划推进大

孵化集群建设，布局“一芯两群三带五

区”建设大孵化集群，即东新科创孵化

芯，“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经济开发区

两大孵化群，海洋经济、新能源、西部共

富产业振兴三大孵化带，现代产业、青年

创业、轻工电商、科技金融、农旅文创五

大亮点区块，盘活植入中小型孵化器，全

域平台承接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

务、乡村振兴项目，打造环大罗山科创走

廊南部大孵化主轴。

着眼优化全域创新生态体系，我市

还推动大孵化器集群建设从完善孵化链

条向厚植创新生态转变。2024年，《瑞

安市大孵化器集群建设作业指南及服务

体系》正式发布。作为温州县域首个大

孵化器集群建设作业指南与服务体系，

该手册为全域孵化基地提供“说明书”式

的实操文本，将孵化基地建设细化为 7

大步骤13条具体事项规范，助力全市优

化提升国资园区22万平方米，根据企业

定位及资源禀赋助推民企转型孵化基地

13万平方米，提升四星级孵化基地5家、

三星级孵化基地15家。

从拓展孵化物理空间提升创新创业

项目承载力，到叠加政策扶持、优化服务

配套、完善产业链条，一系列创新举措推

动孵化基地实现质的飞跃。一个个孵化

基地熔铸成为吸引青年人才的“蓄水

池”，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创新发展注入新

鲜血液。

某机械企业价值数千万元的高端机

床，年利用率不足30%；跨境电商企业因

物流成本高企，订单流失率达25%……传

统制造企业转型意愿不足，新兴产业项目

落地困难，这一直是瑞安本土产业与孵化

企业协同发展的痛点。

要带领企业突围，路在哪？转变思路

不可或缺！为了找到“最优解”，市科技局

积极入企对接，逐步构建从“旧厂房出租”

到“链主型孵化园”的思路转变，推动当地

浙江中特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

城换向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长城”）等机械行业龙头利用闲置厂房打

造机械装备孵化园，招引孵化智能装备等

上下游企业，逐步推动工业软件、高端机

床开放共享，零部件园内企业加工、配套，

“以大带小”组团做大订单体量等机制，带

动产值4.92亿元。

2023年，浙江长城打造了瑞安首家民

营链主型企业孵化器。据企业行政副总

陈凤仙介绍，该孵化器优质的空间载体和

服务，为入孵企业提供了“拎包入住”的科

研孵化环境，让企业解放出“双手”，专注

于研发生产。目前孵化器有在孵企业12

家，其中2家小微企业经孵化后成功升规。

除了机械行业，瑞安的跨境电商企业

也在孵化器的帮助下实现了突围。借助

“9810”出口全链路新模式，领垦孵化器、

跨境电商园吸引汽摩配、时尚轻工领域电

商创业企业入驻57家，带动外贸收入超6

亿元，有力推动瑞安传统产业发展。

针对各类转型期孵化园的原主业优

势，瑞安将数字化、智能化、国际化的思路

引入孵化基地建设。以数智赋能，目前中

弛、名道孵化园利用自建的智慧云平台为

孵化企业在鞋类设计、品牌运营、销售、智

慧仓储物流等环节进行“强链补链”，实现

产值2.7亿元。

此外，瑞安市委主要领导带队对接，推

动华峰集团链接东京大学院士团队，促进

碳材料与氢能产业化技术在汀田智能制造

孵化园落地转化；全生命周期呵护培育“科

技新苗”，“十年磨一剑”助力浙江起迪科技

有限公司从初创企业成长为3D打印装备

行业龙头……聚焦氢能、低空经济、3D打

印装备等新兴产业，瑞安优政策、强服务、

聚资源，正以全新姿态竞逐“战新产业”发

展新赛道，打造经济新增长点。

■记者 陈丹丹

2022年 6月，随着

《瑞安市大孵化集群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年）》出炉，一场关

于创新创业生态的深刻

变革在瑞安正式上演。

挂出“作战图”，排好

时间表。三年来，瑞安以

破冰之勇、突围之智、致

远之谋，在科创孵化战场

上躬身实践。从传统厂

房改造到新兴产业培育，

从制度创新到服务升级，

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孵

化器建设路径逐渐清晰。

三年行动收官，瑞安

全域孵化空间面积扩容

约10倍，孵化项目数量、

青年人才集聚度都呈现

井喷式增长。

瑞安东新科创园（蔡伟/摄）

创新的“金种子”落地开花，三年时

间，一家家科创企业融入大孵化器集群

战略，一个个孵化载体快速成长为与瑞

安产业共生共荣的联合体，引领产业链

上下游关联企业协同创新共成长。

2024年 8月底，瑞安水务陶山污水

处理厂试验场里，4个白色的大池子发出

“咕咕咕”的机器运行声，由清华大学碳

中和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唐军旺

领衔的新型污水处理试验项目——“好

氧颗粒污泥中试项目”试验成功，成为该

院士团队自2023年入驻东新科创园、成

立浙江澜沐浦石墨烯研究院以来，在瑞

安首个落地的成果。

“最大的池子叫反应池，边上的几个

为储水罐，污水从污水处理厂的地下蓄

水池引流而来，之后在石墨烯的参与下

经过沉降、处理，变得清澈透亮，没有气

味，可以用于农业浇灌。”研发负责人邢

家良介绍，该项目能让传统的污水处理

面积降低一半左右，成本降低 20%至

30%。

瑞安向新兴产业要发展的脚步不止

于此。2024年10月，北航投资低空经济

（瑞安）孵化器揭牌，为瑞安竞逐低空经

济新赛道，打造“天空之城”注入新动能。

北航投资低空经济（瑞安）孵化器一

期孵化面积 1万平方米，位于多彩硅谷

（瑞安）园区内，该园区为企业提供办公

场地、技术支持、创业辅导、市场推广等

一站式服务，赋能企业激发创新活力，降

低初创企业的风险和成本。

“作为当前最热门的新兴赛道之一，

低空经济被视为‘逆天改命’的时代风

口。”北航投资低空经济（瑞安）孵化器负

责人谢铭介绍，“目前，卓翼智能浙闽赣

运营中心、安擎科技浙南运营中心作为

首批低空经济企业入驻孵化器，我们积

极整合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

融机构、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加快构建

低空经济孵化育成体系，支撑推动科技

成果率先转化和科技企业加速孵化。”

位于东新科创园的浙江澜沐浦石墨烯研究院

瑞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瑞安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在哪里？答

案可以到东新科创园去寻找。

作为首批入驻东新科创园的孵化机构，

温州星矢部落孵化器构建起“一核多维”体

系，建立“1支专业团队支撑+1名孵化指导

员帮扶+N个资源服务包匹配”机制，为全域

超30家运营团队提供“教科书”式的实操指

南，助力瑞安实现专业运营全覆盖。

2022年，温州锁凰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入驻该孵化器并自建实验基地，主要研发智

能锁、智能门等智能家居产品。

“目前我们拥有一支30多名研发工程

师的技术团队，研发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远

超锁具类国家标准，是孵化器优异的人才孵

化环境给了我们这些初创的科技企业底

气。”该企业负责人童晓敏介绍，孵化器不仅

为他们提供了食堂、宿舍等高品质的生活配

套设施，还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咨询等

服务，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三年间，锁凰智能家居先后投入研发经

费1000多万元，现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7

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正式从研发阶段转

入产业化阶段。“在转型时期，厂房建设、市

场营销、融资渠道等新问题接踵而来，多亏

了孵化器提供大量的生产场地推介、产业资

源对接、资本运作服务，推动企业加速实现

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童晓敏说。

立足政府参谋“助手”、运营机构“帮

手”、创新资源“抓手”定位，星矢部落孵化器

聚焦发展规划、制度建设、团队培育、项目招

引等方面，点燃全域专业运营强引擎。

此外，瑞安致力于生态化重构，推动成

立温州首个县级孵化器协会，吸纳会员单位

37家，强化基地互帮互学；引入专业科技、

金融、管理、财会等服务机构15家，聘任上

市公司董事长、投资人等创业导师16人，组

建孵化专员队伍6人、服务专员12人，根据

入孵企业困难和需求开展精准服务。

如今，我市构建起“创业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四级培育链，以场地供给、

项目申报、融资匹配、资源对接、人才引育、

成果转化等全周期的孵化服务，让初创企业

踩对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托举一座传统

工业强市向科创高地跃迁。

瑞安，正以创新的沃土，让无数创业者

的梦想照进现实。

瑞安大孵化器集群孵化服务专员出征仪式

瑞安经济开发区孵化群瑞安经济开发区孵化群（（蔡伟蔡伟//摄摄））

破冰
制度创新下的孵化新生

聚合
实验室成果无缝链接新兴产业

突围
模式创新激活产业升级

致远
服务创新构筑要素集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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