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每天都能听

到关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领域的

突破性进展。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全球顶

尖实验室每年诞生无数突破性尖端技术，但极

少部分最终能走向市场。如何让这些尖端的前

沿技术走出实验室，真正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

品？深度孵化是破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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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随着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深
度孵化将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
键一环。要更好地支撑起深度孵
化，也需要更好的创新生态。
国内外创新高地的发展规律表

明，创新高地的形成，并非依赖于一
个或几个孤立的个体或单元，而是
形成了一种集多元、共生、协同、包
容、进化、开放于一体的雨林型科技
生态。这种生态的繁荣并不在于元
素的数量，而在于能否将不同的元
素融合在一起，提供合适的环境来

培育偶然发生的进化过程，创造出
全新且不可预料的创新成果。
例如，在金融层面，科创企业

具有轻资产、缺少抵押、高成长性
的特点，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融资
难问题。这就需要整合金融各条
线资源，积极创新科创产品服务体
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
服务，促进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中

小型科技企业，实现金融资本与科
技企业的良性互动。这也是我们
呼吁国家尽快建立科技金融层面
的“郑国渠”的缘由。
再例如，在文化制度层面，打造

“鼓励创新、包容失误、审慎处罚”的
营商环境，有利于优化发展软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同时，要让大批高
端人才既能“飞得回来”又“留得下

来”。以色列特拉维夫“没有门槛”
的创新环境就是一个成功案例。特
拉维夫市政府提供近乎免费的基础
创业咨询服务，只要有创业创新想
法，都可以通过预约获得政府相关
信息的咨询和培训。
创新不是“栽盆景”，而是“育

森林”。上海拥有科研、产业、金融
等优势，若能让政策、资本、人才、
市场等要素更流畅地互动，才能构
建完整的雨林型科技生态，支撑深
度孵化，催生更多“硬核”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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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水区”转化难题

科技成果转化分为浅水区、中
水区和深水区，浅水区指的是技
术已经比较成熟的项目，这类项
目意味着科学家能够直接投身创
业，只是比例不超过5%。然而，
大量的科技成果仍处于中水区，
深度孵化就是瞄准的科技成果转
化的中水区。因此，从科技成果
角度而言，如果有深度孵化的能

力，把大量在中水区的成果转化
出来，可以大幅提升我国科技成
果产业化率。

释放长期商业价值

过去，资本市场的财报压力催
生了一些套利型投资的现象。同
时，一级市场优质标的稀缺性，也

加剧了估值泡沫。深度孵化通过
早期介入，以3—5年周期培育技
术，构建了真正的技术壁垒、专利
壁垒等，从而降低短期投机风险，
最终实现更高效的回报率。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愈发激

烈，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
然突出。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分
工下，中国在关键环节（如高端芯
片、软件）依赖进口，一旦断供，整
个产业停摆。通过深度孵化，资本
不仅提供资金，还整合高校、实验
室、上下游企业链资源，帮助企业
突破技术瓶颈，形成极高的竞争壁
垒。最终获得的不仅是财务回报，
更是国家产业链的“生存权”。

深度孵化是推动科技创新迈
向新台阶的重要一环，中科创星与
张江集团合资共建中科创星（上
海）高质量孵化器。该孵化器聚焦
原始创新硬科技成果的应用落地
和前沿未来技术的培育，如人工智
能、光子技术、量子技术、可控核聚
变等代表了先导产业和未来产业
的技术。截至目前，我们已成功启
动一批深度孵化项目，其中7个项
目已正式落地实施。

● 案例1：华科冷芯——4个
月完成技术到产品的跨越

“华科冷芯”项目来源于华中

科技大学能动学院院长罗小兵教
授，专注于全自由度悬浮的微型泵
研发，为液冷热管理系统提供核心
零部件，可以广泛应用于液冷数据
中心、具身智能核心关节、新能源
充电桩、大型储能系统、航天卫星、
重型船舶、雷达等多个行业。

2021年，中科创星挖掘到拥有
液冷微泵全自由度悬浮技术的华
中科技大学项目团队，便与团队就
该技术的产品迭代计划以及商业
化方向进行了多次深度交流探讨，
最终明确了该团队的技术产品化
路径和市场前景。

2023年12月，中科创星高质
量孵化器一启动运营，孵化团队便
启动项目立项工作，并于去年年初
签订了深度孵化相关协议，同年5
月，华科冷芯完成工商注册。
随着项目立项，孵化器立即向

华科大购买了该项目相关的14项
知识产权，帮助项目完成了由学校
知识产权向孵化企业注入的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随后，孵化器深度
孵化团队协助项目物色、遴选和组

建了核心团队，包括具备国内头部
大厂液冷设计经验的技术专家，以
及在微泵和电机行业具有多年产
业经验的专家。
在关键节点上，孵化器深度孵

化团队与华科冷芯协同推进，共同
确定和实施设备采购计划和场地
改造方案，完成产品快速迭代设计
和验证能力建设。华科冷芯仅用3
个月就完成了液冷服务器用液冷
微泵SD系列产品的试制和定样，
成功将产品设计和迭代周期缩短
至2个月内。项目团队也获得了来
自液冷服务器、船舶、工业电源等
不同领域液冷散热需求的订单。
今年6月，华科冷芯获得上市公司
的认可并获得其持股。同时，下一
轮投资方也已确认，预计将获得数
千万元的天使轮融资。

● 案例2：原集微——二维半
导体技术的商业化破冰

2025年成立的原集微是由复
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包文中教授创
办的产业化企业，依托其在半导体

领域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致力于研
发制造超越摩尔极限的原子级芯
片和异质集成技术，重点布局超低
功耗、边缘算力、高灵敏传感及抗
辐照芯片等关键应用场景。

今年4月，复旦大学周鹏和包
文中联合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
论文，他们制备出世界上集成度最
高的二维半导体处理器“无极”，未
来有望取代传统硅基芯片。早在
2024年，孵化器深度孵化团队在跟
进中了解包文中团队对二维半导体
技术产业化的意愿，即与包文中团
队一同探讨二维半导体技术的商业
化可能性。在完成初步概念验证
后，深度孵化团队与包文中团队共
同探讨该技术的商业化路径，并对
原集微进行孵化立项。孵化过程
中，中科创星支持了团队的组建和
商业路径打磨，并完成了边缘算力
芯片的初步验证。目前中科创星已
完成对原集微的两轮早期投资。
同时，下一轮融资方也非常积极踊
跃参与，老股东持续支持意愿强。

以上两个案例诠释了，通过深
度孵化（超前孵化），中国的原创技
术完全可能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
跨越。

越是前沿的、颠覆性的硬科技，
其原创性越强，门槛也越高，像光刻
机、可控核聚变、基因编辑等都属于
这一范畴。然而，传统的创业孵化
模式很难满足它们的需求。在此背
景下，深度孵化“应运而生”。
简单来说，深度孵化关注从技

术挖掘到企业孵化的全链条流程，
它的关注重点在于：技术可行性、
商业落地和资源整合，以推动颠覆
性技术产业化。打个比方，如果把
技术比作种子，很多早期项目就像

青苹果，颜色青绿，味道可能酸
涩。深度孵化就是帮助其快速成
长为红苹果，即成熟可商业化的项
目。因此，就需要更系统、更精准
的孵化策略。
具体来看，深度孵化分为四个

关键步骤：
第一步：挖掘颠覆性技术的

“种子”

伟大的企业都源于一个颠覆
性的想法。作为孵化机构，我们会
尽可能寻找改变行业规则的技术
和团队，并与行业专家共同探讨技
术的应用场景及商业化前景。

第二步：实验室概念验证

我们需要验证技术是否可行，
能否稳定实现宣称的效果，同时分
析市场和行业需求，确定最适合的

应用领域。这一阶段会淘汰大多
数项目，只有经得起验证的技术才
能进入下一关。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技术发明者缺乏商业经验，孵化
机构会帮忙搭建团队。

第三步：工程化跃迁

在此阶段，项目团队将验证后
的技术变成可用的产品，孵化机构
或投资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
提前布局知识产权，构建护城河。

第四步：组建企业，走向市场

技术成熟后，孵化机构会协助
企业组建团队、引入资金、招募人
才、对接产业资源，并争取政策支
持，让技术成为能创造价值的企业。

简言之，深度孵化通过长期资
本支持、跨学科协同和产业精准对
接，最终让前沿的、颠覆性技术从
学术概念变成真正的市场解决方
案，从“金点子”变成了“金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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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亚宁

量子计算、脑机接
口、可控核聚变、合成
生物学……当科技前
沿越来越高精尖，科技
改变生活的关键引擎，
取决于科技创业的“硬
核”是否过硬。“从0到
1”中，看穿科技改变未
来的N种可能。米磊
是硬科技的提出者，如
今，他与中科创星正在
上海探寻着我国深度
孵化前沿科技的创新
之路，推动硬科技前沿
如何“热辣滚烫”地走
向产业，走进生活。

什么是深度孵化 四步走战略

为何要发展深度孵化 三大动因

深度孵化如何做 两个实践案例

展望未来 需要更好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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