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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大高管发〔2015〕29 号 

大连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创业大连•

高新区示范引领工程”的实施意见 

各街道办事处、直属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各驻区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

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 号）精神，积极响应科

技部“创业中国行动”号召，进一步推动大连高新区“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全力打造我区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发展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战略，整合高

新区创新资源，将政府的推动力、众创空间组织的自发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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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参与力、市场化运作力整合起来，形成众创空间发展的强

大合力。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新服务、新生态、新潮流、新概

念、新模式、新文化等特征的创新型孵化器，将众创空间打造

成为未来我区乃至大连市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通过实施“创业大连•高新区示范引领工程”，利用和发挥

大连高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优势，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至 2020 年，实现高新区新增孵化机构 20 家、新增高科技创业

企业 1000 家、新增创业者 20000 人，整体众创空间面积达到

100 万平方米，使我区成为高科技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首选地和

创新创业资源的集聚区。 

二、实施六大工程 

（一）创新型孵化器培育工程 

创新型孵化器是发展众创空间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制定加

快创新型孵化器培育发展的措施和办法，鼓励投资机构、规模

企业、地产商和成功创业者等社会力量，创建孵化主体多元

化、资源要素集聚化、创业服务专业化、运营模式市场化的一

流创新型孵化器。充分发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作用，有针对

性地出台场地补贴、成果奖励、投资补贴、服务购买等多项政

策。 

（二）海内外创业人才集聚工程 

一是利用海创周、海创工程等渠道和载体引进高端海外创

业人才和团队；二是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在北、上、广、深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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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城市大型科技企业任高管的东北籍创业人才、创业团队回连

创业；三是深化校企合作，鼓励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教授和专家

到众创空间创业；四是出台针对性政策鼓励优秀大学生到高新

区创业，将大连高新区打造成为海内外不同层次多样化科技人

才的创业高地；五是对孵化企业引进人才，给予招聘和培训经

费补贴。 

（三）科技成果转化工程 

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深化“区校一体

化”工作，对区内院校成果处置、评估、转化等工作出台奖励

政策。鼓励企业发挥资本和市场优势，参与高校、科研机构的

研发活动，主动切入创新链前端领域，积极抢占技术制高点。

对高校及科研院所开放技术平台给予补贴和奖励，与创业企业

实现研发设备共享。 

（四）科技金融助推工程 

设立高新区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采取参股天使投资机

构、创业投资机构和投资风险补贴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支持

创新创业。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并为企业提供担保费和贷款利息补贴。以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政

策为抓手，推进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融资服务。 

（五）创业服务提升工程 

1.人才支撑平台。针对紧缺人才、高端人才、创新创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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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台各项引进、奖励、鼓励政策，以加速吸纳有利于园区发

展的各类人才；鼓励企业和高校联合定向人才培养，鼓励企业

与高校合作建设专业性的“联合实验室”，通过联合实验室在

大学生群体中外包产品、技术开发及各类专业性大赛，为发

现、挖掘优秀人才和项目提供一个重要渠道。 

2.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个线上线下高效结合的公共服务

平台，在企业、创业孵化机构、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形

成人才、技术、资本、政策等信息的有效对接，使信息资源更

加丰富且全面，服务手段更加多样且有效。 

3.公共技术平台。鼓励企业牵头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并深度挖掘高新区乃至大连市的现有平台资源，设立资金对平

台建设、运营进行一定的补贴，最终实现技术服务平台的高度

共享。 

4.创业者交流平台。建设“大连创业者俱乐部”，将服务

于创业者的机构和资源都汇聚到俱乐部中，为企业搭建起畅通

的交流合作平台，并通过平台将孵化服务拓展到大连市其他孵

化机构和科技企业。 

（六）创业文化示范工程 

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理念。打造方便

创业者交流的文化环境和平台，支持各类创业服务机构定期举

办推动创新创业的载体活动。开展系列创业文化活动，发挥创

业文化的导向、激励和辐射引领作用，努力营造大众创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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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新的文化氛围。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特别是微信、微博、网站等新媒体资

源，重点对“众创空间”孵化载体以及创业典型进行宣传。通

过全媒体的强势宣传和舆论引导，吸引各类创业人才源源不断

地汇聚到高新区众创空间。 

三、具体推进措施 

（一）整合现有资源，盘活闲置楼宇，打造“一区、一

带、一港”的众创空间 

以高新街 1、2、3 号楼（原管委会大楼及创业中心 1、2

号楼）、创业园 A、B、C 座及周边区域为中心打造“众创核心

区”。通过汇聚众创空间发展的各类要素，包括：国内外不同

类型、不同领域的孵化机构；涵盖法律、知识产权、财务、咨

询、认证、技术转移及生活配套等方面的创业服务机构；提供

科技金融支撑的投融资机构以及各类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等，建

设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打造一

个汇聚多元化创业主体、多方面创业要素和多形态创业服务的

“众创核心区”。 

充分利用火炬路与黄浦路周边的各类资源，以大连软件

园、东软国际软件园、腾讯大厦等重点企业为主体，构建一批

众创空间新载体；依托中科院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

事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东软信息学院等科技人才资源，建立

一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园区；以辽宁省集成电路设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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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地、大连国家动漫游产业基地、大连网络产业基地和大连

设计产业基地为载体，打造一系列符合园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

的加速器，最终形成一条集“加速众创空间新载体建设”、“加

速科技成果转化”、“加速重点产业发展”于一体的“众创新生

带”。 

构建全方位、开放式的创业生态系统，最终将我区打造成

为全国知名的“创业金港”。 

（二）降低创业成本，简化办事流程，为创业者解决后顾

之忧 

针对众创空间发展出台相关政策，在租金、宽带、公共服

务软硬件设备等方面给予补贴；简化审批、注册流程，放宽经

营场地限制，允许“一工位一企、一工位多企”，提高办事效

率和服务质量，为创业者提供涵盖企业设立、中介服务、定向

培训、创业指导、生活配套服务在内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构建资金支持体系，贯穿企业发展全程 

完善对创业企业在苗圃期、预孵化期、孵化期和加速期等

不同成长阶段的鼓励引导政策，形成有层次、有目标、全链条

的支撑服务体系。一是园区科技创新资金要设立众创空间发展

专项资金，并利用科技创新券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二是设

立园区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主要用于科技金融引导和风险

投资补偿。三是园区人才发展资金要完善对创业人才的引进、



－７－  

培养政策，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四是设立园区孵化专项资金，

以加大对天使资金引导和创新型孵化器的培育和建设。 

（四）建立众创空间发展推动机制，助力众创空间发展 

一是成立众创空间领导小组，管委会主任担任组长、分管

副主任担任副组长，各成员单位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能出台相关

鼓励政策，助推众创空间发展；二是赋予创业中心在众创空间

建设和创新型孵化器培育、认定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职能；三

是与市经信委、科技局、人社局加强协作，争取有利于众创空

间、创新型孵化器、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四是与北、

上、广、深等地区众创空间的各类孵化载体开展互动互联，加

强合作交流，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开展项目选拔和

经验交流，实现孵化资源有效共享。 

附件：“创业大连•高新区示范引领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机构 

 大连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