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

以色列

的经济经历了明显的结构性转变
,

其

效果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以色列公司

的数量仅次于美
、

加就可略见一斑
。

特别是近几年来
,

以色列新创建的科

技企业比欧洲国家还多
,

创新科技产

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

科技

孵化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2 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大规模的

移民带来 了很多专有技术
,

为支持移

民以专有技术创业
,

并促进大学和科

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向产业化转化
,

以

色列建立 了科技孵化器
。

科技孵化器

是为发明者提供支持性和保护性的创业

环境
,

以促进科技创业项 目发展为企

业组织
。

到 2 0 02 年初
,

以色列有 23 家

科技孵化器
,

在孵项 目 2 0 0 个
,

每家

孵化器孵化 8 一巧 个项目
。

10 多年来
,

从孵化器毕业了 73 5 个项 目
。

在毕业项

目中
,

3 9 9 个获得了进一步的投资
,

其

中 2 80 个还存活
,

在 3 36 个没有获得进

一步投资的项目中94 个存活
,

共有 3 74

个项 目存活
,

存活率为 5 1 %
。

一
、

科技牌化器的孵化机制
以色列科技孵化器的孵化机制是发

明者的项 目
、

政府的资助与孵化器的

服务三者之间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的

孵化机制
。

发明者有项 目
,

但缺乏创

办公司所需要的资金和经营公司所需要

的管理
。

为解决 发明者 缺资金的 问

题
,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 S 一 o f -

f i e e o f Chie f S e ie n t is t s ) 通过孵

化器计划提供资金
;

科技孵化器提供

管理支 持
。

1
.

政府的资助

为支持科技创业
,

以色列政府设

立了孵化器计划
,

由经贸部属下的首

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 执行孵化器计

划
。

经 O C S 批准的孵化项 目
,

研发经

费预算至少 35 万美元
,

OCs 资助预算的

8 5 %
,

最高为 3 0 万美元
,

不足部分由

孵化器帮助寻找私有投资
,

不少于 5 万

美 元
。

政府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工资
、

设备
、

专利 申请
、

市场调研
、

商务计

划等
。

如果项 目孵化成功
,

则要求项

目按销售收入的 3 % 缴纳版税
,

直到返

还政府资助的金额为止
,

不计利息
:

如果项 目孵化失败
,

则政府不要求还

款
。

OCS 批准的孵化项 目委托孵化器管

理
,

OCS 与孵化器就每个孵化项 目签订

协议 (项 目与 O C S 之间无协议 )
,

约

定孵化器有责任每半年上交项 目汇报
,

并在年初与 OCS 代表面谈
,

管理政府资

助经费的使用
,

代收版税等
。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每年与科技孵化

器签订协议
,

授权孵化器管理政府资

助经费
,

并每年向孵化器提供 2 0 万美

元的运行经费
。

在协议中孵化器应当

承诺
:

选择的孵化项 目必须符合以色

列法律和首席科学家条例
,

提供基础

设施和 高层 次的管理
,

报告孵 化情

}2 o e t o b e r 2 0 0 2 韩 国 贸易协会近 日 发表 《韩 中互联 网 利 用 倾 向 比较》 报告

度 普及互 联网
,

并鼓励陷 入 停滞的韩国 互联 网企 业到 中国
报告称中国 正 在以 全球 最快 的速

市 场寻找 出路



况
,

不支付利润给孵化器股东等
。

如

果孵化器违反约定
,

或者 OCS 不满意孵

化 器的工作
,

则不与孵化 器签订协

议
,

不提供运作经费
,

以此来监督和

约束孵化器
。

从 19 91 年以来
,

OCS 共为科技孵化

器资助 2
.

9 亿美元
,

从 19 9 1 年的 2 0 0

万美元增加到 2 0 0 2 年的 3 5 0 0 万美元
。

1 9 9 8 年以前
,

投资孵化器毕业项 目的

经费中
,

政府投资大于私人投资
。

但

1 9 9 8 年以后
,

私人投资高出政府投

资
,

而且高出额越来越大
,

表明政府

的投资引导私人投资的作用越来越显

著
。

2
.

科技孵化器的管理支持

为解决发明者缺管理的问题
,

孵

化器为发明者实施其项目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

并在项 目公司中享有 20% 的股份

作为回报
,

因而有很高的积极性
。

科技孵化器是一个独立的
、

不以

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实体
,

一般有七八

名员工
,

董事会成员来自产业界
、

企

业界和研究所等
。

孵化器拥有有专业

背景的
、

有管理经验的经理和管理人

员
,

能为发 明者提供低使用成本的研

发设施和共享基础设施
,

申请政府研

发经费的资助
,

协助获得配套资金的

支持
,

提供集中的秘书
、

财务
、

法律

等行政管理服务
,

以及管理支持
、

专

业指导
,

协助孵化项 目商品化等
。

为

加强孵化器间的合作
,

各孵化器经理

每两个月会面一次
,

沟通信息
、

评估

项 目等
。

孵化项 目入驻 以后
,

科技孵化器

为发明者配备经理
,

组建管理团队
,

并扶持项 目公司走 向正轨
。

孵化器推

荐的经理主要有 3 种来源
:

一是大学商

学 院毕业 生
,

其缺 点是缺 乏工作经

验
:
二是退休经理

,

其缺点是缺乏工

作热情
,

精力有 限
;

三是职业经理

人
,

但项 目公司没有足够 的财力聘请

职业经理人
,

往往只能聘请职业经理

人兼职管理公司
。

由于兼职经理不能

全身心的投入到项 目公司
,

不是万不

得 己
,

孵化器不会聘请职业经理人管

理项目公司
。

一般来讲
,

孵化器主要

聘请大学商学院毕业生和退休经理人担

任项 目公司的经理
。

在 OCS 和孵化器的支持下
,

发明者

的项 目得到 了实施
,

组建了项 目公

司
,

发明者在项目公司中享有 50 %的股

权
。

发明者不仅实现了实施项 目的愿

望
,

也获得 了经济利益
,

也很有积极

性
。

如果项 目成功
,

OC S
、

孵化器和

发明者三方都实现了各自的利益 ; 如

果项 目失败
,

三 方的投入都化 为乌

有
。

因此
,

以色列的科技孵化模式是

政府
、

孵化器和 发明者三者利益共

享
、

风 险共担 的机制
。

二
、

项目的筛选
‘

发明者有一个想法
,

如果 自己没

有钱实施
,

也不能筹集到钱来实施
,

则可 以找到孵化器
。

孵化器从发明

人
、

市场和技术 3 个方面对项 目进行评

估
。

首先
,

要求发 明者有团队精神
,

即发明者和管理人员必须表现出合作精

神
、

积极性
、

创新性
、

作出承诺并掌

握技术关键等
。

孵化器经理会利用 自

己的关系网查询与核实发明者的业绩与

诚信
,

找到熟悉发明者的人 了解其情

况
。

其次
,

要求项 目有广阔的市场
,

全球市场的商业潜力不低于 5 亿美元
,

而且市场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

孵化器

从项 目的商业模式是否具有逻辑性
、

市场是否可实现性等方面进行考察
。

第三
,

要求项 目技术具有创新性和独

特性
,

是否 申请专利
,

产品线是否可

发展
,

资源工作计划与里程碑是否可

行性等
。

另外
,

O C S 要求孵化项 目必

须在以色列生产
,

并销售产品
,

不得

出售 技术
。

孵化项 目的筛选都要经过以下三个

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预选
,

主要有 4 个方

面的工作
:

一是准备基本文档
,

包括

实施总结
、

技术表述
、

市场描述
、

工

作计划
、

经费预算等 5 个方面
:
二是

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咨询同行专家有关技

术
、

市场和营销的意见
;

三是与投资

者
、

特别是私人投资者和潜在战略合

作伙伴
,

进行初步的讨论
;
四是进行

专利调查
。

预选阶段从发明者打 电话

到孵化器
,

双方安排第 一次见面 开

始
,

大约需要要一个月的时间
。

在这

一阶段 中
,

孵化器经理 与发 明者合

作
,

共同准备基本文档
,

从中孵化器

经理可以看看与发明者的合作是否融

洽
。

第二阶段是评审
,

由孵化器项 目

评审委员会对预选项 目进行评审
,

评

审委员会成员包括产业界代表和专业投

资者
。

评审 出的项 目交到首席科学家

办 公室
,

就进入 第三阶段 的审批程

序
。

第三阶段
,

首先首席科学家办公

室任命一位专业评审员
,

与投资者
、

孵化器经理会谈
,

准备书面意见
;

然

后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指导委员会与评

审员
、

孵化器经理共同讨论决定孵化

项 目
。

一般来说
,

孵化项 目完成 3 个阶段

的筛选大约需要 3 个月的时间
。

孵化器

每年收到申请项目 2 0 0一 3 0 0 项
,

只有

巧一20 项通过第一阶段的预选
,

5一 7个

项目通过第二阶段的评审
,

由于孵化器

与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之间沟通较好
,

申

报的项目基本都能得到批准
。

政府对孵

化项 目没有数量限制
,

但是孵化器对孵

化项 目从严指导把握
,

宁缺勿滥
。

三
、

项目公司

从孵化项 目进到孵化器第一天起就

注册为一家有限公司
,

项 目发起人需

要签订一份发起人协议
。

协议约定
:

项 目知识产权必须清晰
,

且知识产权

据 悉在 门外排 徊 已 久 的 民 间资本
,

今年起 大举 登陆浦 东外 高桥保税 区
,

来 自当地 工 商部 门的

最新消息
、

到今年 8 月底
,

在保税 区 内注册的 民营企 业
,

总数 已达 4 6 1 家
,

规模越来越 大
。

OC to ber 20 02 9 3



必须 10 0% 属于公司
;

确保合作符合首

席科学家规则
;

董事会由发明者
、

孵

化器经理
、

第一轮投资者和产业界人

士组成
:

项 目公司经费的使用必须经

孵化器经理签字同意
;

在开始的两年

中未经孵化器经理的同意
,

不得转让

股权或期权等
。

项 目公司股份的典型构成是
:

发

明者占 5 0 %
,

孵化器占 2 0 %
,

员工

1 0%
,

投资者 2 0 %
。

私人投资者投资

项 目公司
,

所 占股份 2 0 % 的比例不

变
,

谈判的关键在于投资额多少
。

孵

化器 2 0 % 的股份中
,

3 % 给孵化器经

理
,

因为孵化器不能给经理很高的工

资
,

只能提供 3% 的股权激励经理
。

为

吸引优秀发明者
,

还可从 2 0%的股份

中让出一部分给发明者
。

其余部分留

在孵化器
,

扩大孵化器规模
,

以便支

持更多 的新项 目
。

项 目公司在孵化器里孵化两年
,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视为毕业
。

四
、

新型孵化器

科技孵化器经过 10 年的运作
,

社

会反响不一
,

企业社团尤其是风险投

资界批评孵化器没有完全商业导向
,

并以此为借 口不投资孵化器
:

很多人

批评孵化器只是一个吸收移民的计

划
。

同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

一是生

物技术发展很快
,

但现模式不适合孵

化生物技术
:

二是新上任的首席科学

家更有活力和商业意识
,

他上任 以后

决心对孵化器进行改革
。

因此提出了

半私营
、

私营和生物技术三种孵化器

模 式
。

1
.

半私营孵化器
。

在传统孵化模式的孵化器中引入

私人投资者
,

私人投资者每年向孵化

器投入 巧万美元
,

可在每个孵化项 目

中占有 7%~ 10 %的股份
,

并有权参加

孵化器董事会和项 目筛选委员会
,

对

投资项 目享有第一否决权
。

2
.

私营孵化器
.

OC S 不满意政府 1 0 0 %的投入
,

并意识到孵化器之间缺乏竞争
。

为

了减少政府参与
、

促进孵化器之间

的竞争
、

实现孵化器盈利
,

OCS 推出

私营孵化器 3 年试点计划
:

每年给操

作者 25 万美元经费运作孵化器
,

对

每个孵化项 目提供最高 4 5 万美元的

贷款
,

对于边远地区的孵化器最高

贷款额可达 52 万美元
。

在项 目公司

中
,

5%的股份给操作者
,

项目创始人

股份在 30 %~ 7眺幅度内可商谈
,

剩

余部分股份由孵化器保留至还清政

府贷款
。

但问题是
,

对于运作不太好

的项 目
,

孵化器宁愿不要股份
,

由政

府持有
。

与传统模式的孵化器相比
,

私营

孵化器在以下 6 个方面进行改革
:

一

是孵化器运作经费提高了 5 万美元
;

二是项 目的预算金额提高了 10 一17 万

美元
;

三是改资助为贷款
,

要支付本

息
:
四是孵化器的责任更重

,

从孵化

器代收版税改为由孵化器还贷款
,

如

果贷款不还清
,

孵化器不能享有在项

目公司的股份
,

由政府享有
;

五是发

明者的股份由固定的 50 %改为 30 % 一

70 %可变
:

六是加大了对孵化器经理

的激励
,

即在项目中享有股权比例从

3 %提高到 5%
。

但是孵化器经理普遍

反对这一模式
。

3
、

生物技术孵化器
。

由于生物

技术是 以色列优先发展的领域
,

OC S

打算建设两家孵化器进行试点
,

其中

至少一家设在首都耶路撒冷
,

孵化期

最多可达 3 年
,

第一年 OCs 资助 8 5%
,

第二年 7 5%
,

第三年 6 5 %
,

每个项目

预算 1 2 0 万美元
。

与传统孵化模式相

比
,

生物技术孵化器的项 目预算提高

了8 5 万美元
,

孵化期限由 2 年提高到

3 年
。

以上 3种新型模式仍在起步
,

还没

有真正实施
。

五
、

案例介绍
T e c h ni o n 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TE IC) 是由以色列技术研究院所属

产业化公司投资 10 0 万美元创办的科

技孵化器
,

位于以色列 N e s h e r 的

T e e h n i o n 一Ne sh e r 科技园
,

有 4 幢楼

共 2 400 平方米的孵化面积
,

可同时容

纳 2 4 家孵化公司
。

T E工C的目的是培育零起步的初创

公司
,

通过一系列措施
,

使孵化项 目

从初始的概念转化为可进入市场的产

品
。

这些措施包括
:

协助孵化项 目从

OC S
、

私有投资者和战略合作伙伴等

获得研发经费的资助
;

实验室
、

Te ch ni on r 的技术设施等研发设施
;

簿记
、

会计
、

法律咨询
、

办公室服

务等行政管理服务
:

组建公司班子
,

提供战略
、

预算
、

市场开拓
、

知识

产权处理等管理支持
;
寻找风险投资

基金和战略合作伙伴
。

TE IC 设立了监事会和项目筛选委

员会
,

下设行政管理部
、

企业发展部

和财务部等 3 个部门
。

每年总预算 100

万美元
。

支 出中
,

工资支 出占 4 2 %
,

孵化场地 (不属于 T E I C
,

向房东承

租 ) 租金占 2 2 %
,

投资占 4 %
,

其他

32 % ;

收入中
,

每年从 O CS 获得运作

经费 2 0 万美元
,

占 2 0 %
,

运作费用

(向孵化公司收取的租金
、

设备使用

费等 ) 3 3 %
,

出售股权占 4 7 %
。

从 199 1 年成立到现在的 n 年中
,

TE 工C 已培育 6 1 家公司
,

其中在孵企

业 9 家
,

毕业企业 5 2 家
。

在毕业企

业中
,

3 3 家公司还在运作
,

1 9 家公

司失败
。

在过去 5 年中
,

TE IC 为孵化

项目签署了 98 个投资协议
,

协议金额

约 6 3 0 0 万美元
,

孵化企业销售额近

24 00 万美元
。

在孵化期间
,

有 85 %的

孵化公司获得了融资或找到合作伙

伴
,

远远高出全国 5 1 % 的水平月

9 4 o e to b er 2 00 2 北 京市在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中小 企业促进 法》 实施前 夕
,

全面 启 动 了 中小 企业 信 用 与 融 资服
务 专利质押作 为货款抵钾手段

,

引起了许多高新企业的关注 有北京市 1 6 个委 办局和 2 0 余
投 资担 保机构 参与 活 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