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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西藏科技型孵化器财务人员的现状与价值创造路径。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且充

满挑战的环境中,财务人员不仅是日常财务管理的守护者,更是孵化器战略决策的重要参与者。通过调

研分析了财务人员的岗位设置、工作内容、挑战及能力需求,揭示了其在专业能力、工作环境与条件、

服务模式与效果、面临的挑战与期望等方面的现状。进一步,从租金理论、价值链分析、绩效评估

等维度探讨了财务人员如何助力孵化器创造价值,并以实例说明。最终,指出财务人员的重要性,并针

对现存问题提出培训、信息化、内控、融资、绩效激励及产学研合作等改进措施,以促进孵化器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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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path of financial personnel in Xizang'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cubator. In such a rapidly developing an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financial 

personnel are not only guardians of daily financial management, but also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incubator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job settings, job responsibilities, challenges, and 

ability requirements of financial personnel were revealed, revealing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abilities, work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service models and effects, challenges and expectation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financial personnel can assist incubators in creating value from dimensions 

such as rent theory, value chain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provide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Finally,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personnel is emphasized,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training, 

informatization, internal control, financing, performance incentives, and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are proposed to address existing issu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cub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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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西藏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中财务人

员的核心角色与价值。随着科技创新生态的不断发展,财务人

员的角色已经从传统的记账和报税转变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参

与者。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制定有效的财务策略以及提升运

营效率和服务质量,财务人员为初创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

持,从而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可持续发展。明确财务人员的

核心地位对于构建高效、稳健的孵化器运营体系至关重要,这

不仅提升了财务管理的专业性,还强化了财务协同,加速了科

技成果的市场转化。[1]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有效缓解初创企业的融资难题,是增强市场竞争

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西藏自治区,强化财务人员的作用对

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以及整个区域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增

长具有深远的影响。 

1 西藏科技型孵化器发展概况 

1.1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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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新世纪以来,西藏自治区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致力于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其科

技企业孵化器于2007年落户成都高新区,占地2400㎡,含45个办

公空间及多项共享设施。[2]历经17年发展,平台与服务持续升级,

孵化科技企业超120家,科研项目183项,育成上市企业2家、规模

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17家及中小企业46家。科技成果转化方

面,申报专利663项,获证484项,转化成果394项,转化率达81%,

彰显其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中的卓越贡献。 

1.2现状分析 

当前,西藏自治区的科技孵化器呈现出数量增多、规模扩

大、服务范围广泛的发展趋势。据统计,全区共有科技企业孵化

器5家,众创空间34家(其中8家为国家级),覆盖了电子科技、人

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生物等多个领域。

总面积达到数十万平方米,为入孵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物理空间

和完善的硬件设施。[3] 

在服务范围上,不仅提供办公场地、研发设施等基础服务,

还涵盖了政策咨询、管理指导、法律咨询、财务顾问、融资对

接、市场推广、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这些服务有效降低了

企业的创业风险和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同时,

孵化器还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

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4] 

1.3成果展示 

西藏的科技孵化器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以西藏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例,该

孵化器成功孵化的企业中不乏行业领军企业和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些企业在孵化器的精心培育下,不仅实

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

同发展。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孵化器内的企业积极投入研发,不

断攻克技术难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提升

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西

藏(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经过17年的发展,平台设施不断完

善,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培育出了一大批科技型企业,有效推

动了我区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累计孵化科技型企业120家、科

研项目183个,成功培育上市企业2家、规上企业5家、高新技术

企业1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46家。累计申报专利663项,获得专

利证书484项,孵化企业累计转化科技成果394项,成果转化率达

81%。[5] 

2023年在孵企业西藏凌云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制的10

款“雪域美朵系列护理产品”成功上市,具有浓郁西藏特色的高

原本草护理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自2023年7月份上市

以来累计销售120万元。该公司于2024年3月已经完成基本销售

体系建设,目前已向全国23个省市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进行销

售,预计2024年销售额达500万元。 

此外,西藏的科技孵化器还注重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培训等活动,孵化器吸引了大量

优秀人才和团队入驻。这些人才和团队在孵化器的支持和帮助

下,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为区域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 

2 西藏科技型孵化器财务人员现状调研 

2.1岗位设置 

西藏科技型孵化器的财务部门架构相对简洁,主要设立财

务管理岗位、预算分析岗位、成本控制岗位及税务筹划岗位。财

务部门直接向孵化器的总负责人汇报,负责孵化器的整体财务

状况。在人员配置上,虽然力求精简高效,但由于预算和资源限

制,通常配备的专职财务人员较少,常需身兼数职。 

2.2工作内容 

财务人员的主要职责包括全面预算管理,负责年度及月度

预算的编制、执行监控及调整；成本控制,对孵化项目及公司运

营成本进行严格把控,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资金筹集,根据孵化

器运营及项目需求,规划并执行资金筹集方案；税务筹划,遵

循国家税法,合理进行税务规划,减轻企业税负。此外,还涉及

日常账务处理、财务报表编制、财务分析以及内部财务审计

等工作。 

2.3挑战 

当前,财务人员在工作中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资金短缺问

题,特别是在科技孵化初期,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常导致资

金链紧张。其次是财务管理信息化程度低,缺乏有效的信息系统

支持,数据处理效率低且易出错。以西藏(成都)科技孵化器为例,

虽然成功孵化多家企业,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信息交流不畅,

加之孵化器规模较小,经费有限,使得财务管理现代化进程受

阻。[6] 

2.4能力要求 

财务人员需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专业技能方

面,需精通会计、财务管理、税务法律等专业知识,能熟练运用

财务软件进行账务处理及财务分析。综合素质方面,需具备良

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方等多方保

持良好关系；还需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并解决财务管

理中的问题；同时,创新精神和战略性思维也不可或缺,能够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创新思维开拓筹资渠道,为企业发

展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持。可以参考智慧矿山建设中的数据分

析技术,将数据分析应用于财务管理,提升决策的精准性和效

率。[7] 

3 问卷调研结果 

调查对象以地处拉萨的科技型孵化器为主,北京大学创

业训练营总部为辅,发放问卷500份,收回197份。走访西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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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梦立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西藏世峰众创空间、西藏民

族大学众创空间、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总部等多家孵化器,通

过访谈及发放问卷的形式了解财务人员主要活动及价值创造

情况。 

3.1专业能力 

3.1.1日常主要负责或参与的财务工作 

 

图一 日常主要负责或参与的财务工作 

编制财务报表和审核报销单据等基础工作比例较高,是财

务工作的常见和重要环节。协助企业融资和提供税务咨询服务

比例低,可能因为这些工作相对较为复杂和专业化,并非所有财

务人员都涉及。 

3.1.2认为自己精通的财务领域 

 

图二 认为自己精通的财务领域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认为自己精通的财务领域比例分布较

为分散,这可能与财务工作涵盖面广、不同财务人员对会计感兴

趣方向以及受教育方向不同有关。财务人员根据自身工作经历

和兴趣,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程度的精通。其中在税务筹划、成本

控制及预算管理方面占比不相上下,分别为23%、22%、21%,相对

占比较高,说明财务人员以及公司在这三部分比较重视,人才也

会向这些方面发展。 

3.2工作环境与条件 

3.2.1对目前薪资水平的评价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非常满意”比例在薪资满意度调查中

偏低,仅占8%,“满意”和“一般”分别占28%和42%。这背后可

能蕴含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行业整体视角来看,若该行业

普遍薪资水平相对较低,即便员工个人表现出色,其薪资水平也

可能难以突破行业限制,从而影响了员工的满意度。这种情况下,

员工对于薪资的期待与实际所得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差距,导

致满意度难以提升。 

其次,企业内部薪酬体系的不合理性也是导致“一般”和“不

满意”比例较高的关键因素。如果薪酬制度未能科学、公正地

评估员工的工作绩效和贡献,或者存在“一刀切”的现象,无法

体现员工之间的差异性,那么优秀员工自然会感到不满。此外,

薪酬体系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也是影响员工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若员工感觉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或者对薪酬分配过程

存在疑虑,同样会拉低满意度。 

再者,市场竞争的加剧也可能对员工的薪资满意度产生负

面影响。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同行业其他企业可能会通过

提供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薪资待遇来吸引人才。当员工了解到这

些信息时,如果感到自己的薪资水平相对于市场标准存在劣势,

那么他们的满意度也会相应下降。 

“非常满意”比例低及“一般”和“不满意”比例较高的

现象,既有可能是行业整体薪资水平不高、个人期望与实际所得

差距大等外部因素所致,也有可能是企业薪酬体系不合理、未能

充分体现员工价值等内部因素所造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多

方面入手,包括提升行业整体薪资水平、优化企业内部薪酬体系

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等。 

3.2.2对目前工作负荷的满意度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对目前工作负荷的满意度,“一般”比

例高为48%,可能是工作负荷处于可承受范围,但也未达到理想

的轻松状态。“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分别占12%和4%,可能

是由于工作量过大、压力过高,影响了工作生活平衡。 

3.2.3财务人员在工作中主要使用的财务软件 

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其入驻企业的财务工作中,财务软

件的使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用友、金蝶、SAP和Excel是

四种主要被采用的工具,各自占比分别为28%、26%、22%和24%。

这种分散的使用比例反映了不同企业根据自身规模、业务类

型及信息化程度的差异,在财务软件选择上的灵活性。大型

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采用功能全面、集成度高的SAP系统,而中

小型企业则可能因成本考虑选择用友或金蝶等性价比较高的

软件。同时,Excel作为一款强大的数据处理工具,其通用性

和易用性使得它成为众多企业不可或缺的辅助财务工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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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进行数据整理、分析还是预算编制,Excel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 

3.2.4是否参加过公司提供的财务培训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定期参加比例低仅为18%可能是公司组

织的培训频率不够,或者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结合不紧密,

导致员工参与积极性不高。从未参加比例较高为35%,可能是公

司对培训重视不足,或者员工自身对培训的认识不够。 

3.2.5公司对财务人员的支持力度评价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一般”比例高为45%可能表明公司

在某些方面提供了一定支持,但在关键领域如资源配置、职业

发展规划等方面还有所欠缺。“不支持”和“非常不支持”的

存在,可能是部分员工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未得到及时有效的

帮助。 

3.2.6薪酬待遇与工作职责、工作强度的匹配度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薪酬待遇与工作职责、工作强度的匹配

度中,“完全匹配”和“基本匹配”比例不高,仅为8%和36%,可

能是薪酬体系未能充分考虑工作的复杂性和强度,或者员工对

自身价值有更高的评估。 

3.2.7在孵化器中的职业发展机会和晋升空间 

在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员工对于职业发展机会和晋升空间

的看法呈现出多样性。调查显示,仅12%的受访者认为“完全有”

发展机会,而38%认为“基本有”,表明尽管存在一定机会,但整

体而言并不充分。这一现象可能归因于孵化器当前的发展阶段

和规模限制,导致职位数量有限,难以满足所有员工的晋升需

求。此外,内部管理机制的不透明和公平性不足也可能是阻碍因

素之一,影响了员工对职业发展的信心和期待。为了提升员工的

职业满意度和忠诚度,孵化器应重视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管理机

制,确保每位员工都能获得公平的成长机会。 

3.3服务模式与效果 

3.3.1为入驻企业提供财务支持与服务的方式 

 

图三 为入驻企业提供财务支持与服务的方式 

一对一咨询是最受欢迎的服务形式,占到了所有服务类型

的36%。这说明许多受访者更倾向于直接面对面地获得个性化的

财务咨询,以便解决他们具体的问题和困惑。定期举办讲座是第

二受欢迎的形式,占比32%,这表明人们认为定期参加讲座是一

种获取财务知识的有效方式,而且这种方式通常具有一定的系

统性和全面性。线上提供服务的比例相对较小,只有12%。这可

能是因为在线服务虽然方便快捷,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无法

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互动体验和深度解答。 

3.4面临的挑战与期望 

3.4.1财务在当前工作中最大的挑战 

 

图四 财务在当前工作中最大的挑战 

“工作压力大”可能源于财务工作的复杂性和时效性要求

高,任务繁重。“技术更新快”是由于财务领域不断引入新的信

息技术和管理理念,需要持续学习。“职业发展受限”可能与企

业内部晋升机制不完善、岗位有限有关。“工资待遇不高”则反

映了员工对物质回报的期望未得到满足。 

3.4.2希望公司提供更多支持的方面 

 

图五 希望公司提供更多支持的方面 

员工对“工资待遇”抱有高期望,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对自我

劳动价值的认同与尊重。在当今社会,薪资水平往往被视为个人

能力和贡献的直接体现,员工希望通过合理的薪酬待遇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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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从而激发工作积极性和忠

诚度。 

同时,“职业发展”的需求日益凸显,反映了现代员工不再

仅仅满足于当前的职位和状态,而是更加注重个人成长和未来

的晋升空间。他们渴望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新知,提升技能,实现

职业生涯的飞跃,这种追求自我超越的动力是推动他们不断前

进的动力源泉。 

“培训机会”的受重视程度提升,则表明员工已深刻认识到

在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中,持续学习、自我提升的重要性。通过

参与各类培训项目,员工不仅能够拓宽知识面,掌握新技能,还

能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相比之下,“工作环境”虽也是员工考量的一部分,但其

影响可能相对较为间接。在薪资、职业发展和培训机会得到

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员工对于工作环境的关注度可能会适当

降低,因为这些因素更为直接地关联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个

人发展。 

4 科技型孵化器财务人员价值创造路径研究 

4.1租金理论视角 

在租金理论框架下,科技企业孵化器被视为一个通过提供

独特服务和优化资源配置以创造并维持经济租金的平台。首先,

孵化器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增加其差异化优势。这包括提供专

业的商务咨询、法务支持、财务规划及市场拓展等增值服务,

这些服务是初创企业难以独立获取或成本高昂的。通过提供高

质量的服务,孵化器能够吸引并留住更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进

而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升整体经济租金。 

其次,优化资源配置是孵化器增加经济租金的另一重要途

径。孵化器通过有效整合政府资金、社会资本、科研机构及市

场资源,为入孵企业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环境。同时,孵

化器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专业能力,对入孵项目进行严格筛

选和培育,确保资源的精准投放和高效利用,最大化资源的价值

产出。 

4.2价值链分析 

运用价值链理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价值创造过程可以分

解为内部运营、孵化活动和服务网络三个主要环节。内部运营

包括财务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支持活动,这些

活动为孵化器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孵化活动则是核心价值创

造环节,包括项目筛选、孵化服务提供、资源对接等,通过这一

系列活动,孵化器帮助初创企业解决成长中的各种问题,促进其

快速发展。 

服务网络则构成了孵化器的外延价值,通过与政府机构、投

资机构、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孵化器能够拓

宽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为入孵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4.3绩效评估 

为了客观评估财务人员对孵化器整体绩效的影响,需要建

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应涵盖财务指标

和非财务指标两大类。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孵化器的收入增长率、

成本控制能力、资产运营效率及投资回报率等,这些指标能够直

接反映孵化器的经济效益和财务健康状况。非财务指标则包括

孵化企业的存活率、成长速度、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认可度及

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这些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孵化器的孵

化效果和社会价值。 

5 案例分析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西藏(成都)科技企业孵化

器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定位和

创新的服务模式,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下是对该孵化器成功经验与面临挑战的深

入分析,并结合具体事件与政策背景,探讨其未来发展方向及成

功经验。 

5.1西藏(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成功经验 

5.1.1精准定位,聚焦高新技术领域 

西藏(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自成立之初,便明确了其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定位。通过深入研究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

趋势,孵化器聚焦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

新技术领域,吸引了大量具有创新潜力和市场前景的初创企业

入驻。这种精准定位不仅提升了孵化器的专业性和竞争力,也为

入孵企业提供了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支持。 

5.1.2资源整合,构建强大支持体系 

孵化器深知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持续的发展动力,因此积

极与地方政府、投资机构及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例如,与成都市科技局合作,共同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为优

秀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与多家知名投资机构建立

战略联盟,为入孵企业提供融资对接服务；与四川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这些合作关系的建立,为孵化器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外部

支持体系,为入孵企业提供了从资金、技术到市场的全方位

支持。 

5.1.3强化内部管理,确保高效运营 

在内部管理方面,西藏(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注重制度建

设和流程优化。通过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机制,

孵化器实现了对各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孵化器

还注重团队建设,引进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才,

为入孵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细致的服务。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模

式,确保了孵化器的稳定运营和高效发展。 

5.2西藏(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5.2.1入孵企业成长性不足 

尽管孵化器在吸引企业入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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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孵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如技术瓶颈、市场拓展

不力等。针对这一问题,孵化器可以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加大

项目筛选和培育力度。具体而言,可以设立专门的评估团队,对

入孵项目进行严格筛选和评估；同时,为成长性较好的企业提供

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支持,如一对一辅导、市场对接等,帮助其突

破发展瓶颈。 

5.2.2服务网络拓展不足 

随着入孵企业数量的增加和需求的多样化,孵化器现有的

服务网络在广度和深度上已难以满足需求。为此,孵化器应积极

拓展外部合作网络,引入更多优质资源和服务。例如,可以与国

内外知名孵化器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同时,

加强与行业协会、专业服务机构等的联系,为入孵企业提供更加

全面、专业的服务支持。 

5.2.3政策环境变化应对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

大,但同时也伴随着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孵化器需密切关注

政策动态,及时调整服务策略和方向。例如,针对国家鼓励的

“卡脖子”技术领域,孵化器可以加大对该领域项目的扶持力

度；同时,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为入孵

企业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西藏(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在精

准定位、资源整合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

临着入孵企业成长性不足、服务网络拓展不足等挑战。通过

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加强项目筛选和培育力度、拓展外部

合作网络等措施,孵化器有望在未来实现更加稳健和可持续

的发展。 

6 改进措施和未来发展方向 

6.1加强财务人员培训 

鉴于财务人员在孵化器中的重要地位,应加强对财务人员

的专业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内容可涵盖最新的财务管理理念、

税务筹划、投融资知识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以提高财务人员的

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8] 

6.2提升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先进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实

现财务数据的实时收集、分析和共享。这不仅能提高财务管理

效率,还能为管理层提供更加准确、及时的决策信息。 

6.3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和权限划分,

加强对关键环节的监督和控制。这有助于防止财务风险的发生,

保障孵化器的资金安全和财务稳定。 

6.4拓展融资渠道 

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为孵化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

持。除了政府补贴和自筹资金外,还可以考虑引入风险投资、股

权融资等方式,为入孵企业提供更加全面的资金支持。 

6.5强化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定期对财务人员的工作绩

效进行评估和反馈。同时,将绩效评估结果与薪酬、晋升等激励

机制相结合,激发财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6.6深化产学研合作 

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通过产学研合作平台,为入孵企业提

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技术支持和市场资源对接服务。 

7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深入剖析了西藏自治区科技型孵化器财

务人员的现状与价值创造路径,不仅展现了科技孵化器在推

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还揭示了财务人员作为关

键支持力量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与机遇。通过详尽的调研分析,

我们发现财务人员在专业能力、工作环境与条件、服务模式

与效果、面临的挑战与期望存在瓶颈,但同时也强调了其在优

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促进价值增值中的不可替代作

用。[9]基于租金理论、价值链分析及绩效评估等理论框架,本

文创新性地探讨了财务人员如何通过精细化管理、优化资金

运作、强化风险控制等手段,有效助力孵化器构建竞争优势并

实现价值最大化[10]。 

因此,结论认为,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推进信息化建

设、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构建科学的绩效激励

机制以及深化产学研合作,是提升财务人员能力水平、激发其价

值创造潜能、推动孵化器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未来,随着

科技孵化器模式的不断创新与升级,财务人员需不断适应新环

境、掌握新技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孵化器战略发展中,

共同促进孵化器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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