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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创业者说]

·园区创创

2015年5月，太库科技创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库）
上海众创空间正式开业。

作为太库科技CEO的黄海
燕其实早在2008年，担任张江
集团企业孵化器总经理一职时，
就有机会筹备大学生创业基
地。她告诉记者，当时之所以拒
绝，是因为当年大学生面临的是
就业问题，有些人连就业都很困
难，怎么能创业呢？

两年多前，长期从事企业孵

化的黄海燕发现，企业孵化的痛
点在于如何跨地区、跨产业地整
合资源，让企业及产业更快速地
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她决
定离开张江集团，创建太库。

太库致力于“做专业化的产
业孵化器运营商”，其倡导的孵
化器双创理念，所关注的焦点不
再是场地上的联合，而是通过全
球范围内智力、财力和技术等创
新要素的资源融合。

在具体服务方面，太库能够

为入驻企业提供创业培训、行业
分析、融资对接、资源对接共享、
财务法律顾问、活动沙龙以及产
品开发营销等全方位服务，为企
业的每一步发展保驾护航，从而
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和成本，
提高初创企业成活率。

黄海燕表示，产业生态系统
需要一个产业链上的协同发展，
太库正在引领着产业的协同创
新，并为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注
入新动能。

雀普智能 CTO 吴冰介绍

说，他们是一家智能科技公司，

通过提示乘客等车时间，提升大

家的公共出行体验。“今年3月，

我们入驻太库上海众创空间。”

他透露说，其实公司合伙人

已经在宝山工业园区购置了将

近20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在已有办公场地的情况下，

公司依旧选择入驻太库的原因

在于，在IT行业，企业和员工最

大的特征就是重视工作氛围，喜

欢“扎堆”。而公司在宝山的位

置比较偏僻，很难招募到合适的

人才。

相较而言，太库上海众创空

间位于张江，IT 行业的氛围更

浓，和同行沟通交流更为方便。

除了办公场所和房租补贴，

太库上海众创空间还提供了许

多支持服务。在空间路演厅，太

库不仅定期组织企业路演，还会

邀请专业人士分析行业情况。

此外，太库每两、三天就会

举办一次午餐会，分别有物联

网、医疗等不同主题，在会上，创

业者可以与投资人以及同行交

流互动。“从中能学到许多新的

知识，这对创业者很重要，如果

墨守成规就不要创业了。”他说。

第一，不要轻易选择创业。

所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

实重要的是社会的氛围和支持

服务体系，应该举全社会之力支

持创新创业企业，而并不意味着

每个人都可以创业。“创业是精

英做的事，需要具备商业头脑，

要有狼性，能忍受委屈等等，而

且在此过程中要吃太多苦，这不

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并愿意做

的事。”

第二，要看大势，在大势中

寻找机会，寻找一个务实的切入

点，让企业先生存，再发展。

第三，关注团队建设，不论

企业处于哪一阶段，团队都是最

重要的。

第四，跨出本地，善于利用

不同的区域和链条。创业者要

具备对资源的识别和整合能力。

太库上海众创空间

联动全球资源 创新产业孵化
太库上海众创空间位于浦东张江，在这块创新创业的沃土上，虽然太库

才成立两年多，但它已经表现瞩目，并在创业圈崭露头角。太库以市场为主
导，为创业者提供配套服务，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创业资源，为创业企业保驾护
航，强调产业孵化，引领产业协同创新。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为了更好地进行产业孵化，
太库还与大学、研究机构、投资机
构、社会化服务机构等合作，形成
生产系统，从新材料、大健康和人
工智能三大产业入手实施孵化。

黄海燕介绍说，首先，这三
个产业是未来全球主要关注、培
育的产业。其次，这三个产业自
身范围非常广泛，融合了多项技

术。第三，这三个产业之间的融
合能够产生更多合作机会。“我
们看中的是巨大的市场机会，所
以定位在这些方面。”

此外，在具体应用的产业领
域，太库还在全球的智能网络汽
车、智能家居、AR、VR、数字医疗、
石墨烯，液态金属的应用等领域
共同发力。

据她透露，太库孵化的部分
公司已成为市值10亿美元的独角
兽。接下来，太库还会以不同形
式建立更多加速器，目的是整合
全球的产业资源和创新资源，助
推企业更好更快地成长，同时让
产业得到发展，从而促进中国不
同地区探索并实现其主导产业的
创新模式，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布局全球，获得优势创新
资源”，是太库“国际化”路线的
基础。“要做创新，一定要整合全
球资源。”黄海燕说。

为此，太库从成立之初，便
选择从国际高端前沿切入，构建
起了遍布全球的创新孵化网络：
在以色列、芬兰等地，太库实施
创新生态移植战略，将当地的研
究机构、非营利组织、大学、加速
器、跨国公司资源整体导入，已
经在浙江嘉善签约建立了中以
大健康示范基地；在韩国、德国
等地，太库积极参与当地政府主

导的创新项目，已成为多个政府
机构的官方合作伙伴；在美国、
俄罗斯等地，太库深耕大学、科
研院所等产学研源头，积累人
才、专利和项目资源。

有了资源，“太库模式”开启
为企业和集群发展提供动能、拉
高势能的全新尝试。除政府资
源之外，太库与全球研究院所，
如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
开展深度合作，参与到创新产业
集群的打造中，并与50余家地
方投资机构合作，为初创企业提
供融资服务。

目前，太库在全球 7 个国
家、22个城市建立了30个专业
孵化器和加速器，创建了全球共
享创新社区。

“北京、上海、深圳、固安、
美国硅谷、韩国首尔、芬兰、以
色列特拉维夫、德国柏林……
我们定位于区域创新模式的规
划与运营，成为专业的产业孵
化器运营商。”黄海燕说，“太库
目前布局的七个主要国家已经
覆盖了全球主流的创新国家，
下一步将会沿着这些创新国家
洽谈合作。”

黄海燕表示，要把太库打造
成为一个突破地域限制，联动全
球资源，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
全过程服务的平台系统。

太库的模式是整合不同地
区的资源到平台上加工，虽然太
库在上海有很多金融、VC方面
的合作伙伴，以及市场化服务机
构的合作伙伴，这些在整个太库
的生态系统中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

在产业方面，太库在上海更
多拓展的是半导体、智能网联等
硬科技领域，产业属性集中。黄

海燕说：“太库培养企业的速度
很快，因为服务上海企业的不仅
有本地资源，还有全球资源。”太
库上海自2015年5月6日开幕
以来，九成以上的企业都获得了
融资，“因为一开始，我就用商业
化的模式培养它们，所以发展速
度特别快。”

据统计，两年多以来，太库
在全球培育的企业超过 1500
家，它们的总估值超过 500 亿
元。她说：“毕竟我们自己的成
长时间有限，未来，孵化企业的
速度会更快。”

创新氛围浓厚 在交流沟通中扩充知识

[太库科技CEO黄海燕寄语创业者]

举全社会之力支持创新创业

做专业化的产业孵化器运营商

布局全球 获得优势创新资源

从新材料、大健康和人工智能领域入手

上海是太库模式的国际化中心

太库科技CEO黄海燕和她的众创空间。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