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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马普学会创新公司是德国技术转移中介机构的典型代表。本期简报基于上海软科学

研究基地——前沿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马普学会创新公司围绕完善运行理

念、服务模式、资金配套与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全链条、精细化与市场化开展技术转移的

经验做法，并提出若干建议。供参考。 

打造全链条、精细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德国马普学会创新公司技术转移的经验与启示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以下简称“马普学会”）作为德

国著名的非营利性基础研究机构，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人文社会

科学等领域负有盛名。一直以来，马普学会高度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的联系，在加强以市场应用为导向研发的同时，不断推进技术转

移工作。为了更好地实现技术转移，马普学会于 1970 年成立了专门

机构——马普创新公司（总部位于慕尼黑），并通过书面协议形式向

其授权，全权委托该公司处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事务。马普创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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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立足于技术转移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基于现代化的运行管理理

念，采取多元化技术转移模式，并辅以完善的投融资机制、有活力的

利益分配制度以及融入开放的全球合作网络等策略，致力于打造功能

完善、运行高效、全链条、市场化、精细化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一、现代化的运营管理理念 

拥有先进完善的运行管理理念、组织机制设计以及经费管理制度

是马普创新公司稳步推进技术转移工作的基本前提。（1）采取企业

化运作模式。作为马普学会的全资子公司，创新公司开展企业化运作

模式，盈利目标明确，职责分明，经营灵活，与各研究机构和院系保

持密切联系，推动研究机构专利工作的标准化和专业化进程。（2）

拥有专业化人才团队。公司目前有员工 36 人，均为来自科技、经济、

专利与法律、财务、信息、行政管理等领域高端专业人才；同时聘请

权威人士担任技术顾问，提供技术交易、专利信息等方面的建议和政

策分析。（3）实行独特的经费管理制度。公司运行经费均由学会负

责（来源于财政拨款），用于聘请专家、日常管理和项目支持、非盈

利的宣传和公关活动等；但其通过技术转移所得收入（如专利许可）

全额上缴，再由马普学会进行分配。 

二、多层次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 

马普创新公司致力于探索多层次的技术转移服务模式，不仅为科

研人员提供前沿的技术转移信息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咨询服务，还重

点通过技术评估、专利许可、衍生企业，建立清晰流畅的产学研合作

渠道，提供高效、灵活、全方位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1、大力推动专利许可。将马普学会科学家的发明注册成为专利，

并以专利许可的方式交予企业实现商业化应用，是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的常规方式。对于科研人员的职务发明，公司首先通过广泛的市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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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评估，重点审查该发明申请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商业应用性是否达

到专利授权标准，然后积极与潜在的企业合作伙伴接洽专利许可事

宜。值得一提的是，马普学会十分重视在技术成果未完全成熟的早期

介入技术转移服务工作，使科研人员能够聚焦技术的潜在市场开展产

业化导向的研发，从而提高技术转移的成功率。近几年来，公司每年

收到发明报告 130 项左右，与企业签订许可协议约 80 份，许可收益

保持在每年 2000 万欧元以上（图 1）。 

 

图 1 马普创新公司的专利许可情况 

2、积极鼓励衍生企业发展。指导和帮助马普学会的科研人员创

立了各类创新型高技术企业，是创新公司技术转移工作的一大特色。

尤其对于一些无法在原有产业版图找到机会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公司

致力于指导帮助衍生独立商业化运作的高科技企业，并评估该企业创

业理念的科学性和经济潜力，协助进行商业模式设计、财务规划和战

略制定；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内部管理规范，用于处理科研人员、

衍生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多方利益关系，包括知识产权的拥有和使用

权、利益冲突等问题，从而促进技术转移工作顺利推进。自 1990 年

以来，马普学会在创新公司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 117 家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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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高增长力的企业，创造了约 3000 个工作岗位。 

此外，马普学会还接受企业委托的合作研究项目，其形成的知识

产权所有权归马普学会，但企业拥有几乎免费的普通许可使用权（只

要承担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发明人补偿的相关费用），还可获得贯穿知

识产权转移转化全程的咨询服务，不仅有利于保障委托企业的利益，

而且也有利于马普学会支撑产业的发展。 

三、多元化投融资支持 

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和药物研发领域）投入多、风险

大，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马普创新公司致力于为技术转移寻找

从研究开发、转移交易、到产业化投资整个过程的多元化资金支持。

资金来源既包括马普学会通过创新公司成立的种子基金（最高达 50

万欧元），也有来自德国的基金，甚至国际化金融资本（风投公司、

银行、天使投资人）。通过为从内部衍生的初创企业提供投资，实现

技术创新与金融服务的结合。例如，马普学会创新公司帮助有前景的

项目 Ambiverse（马普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成立的子公司）获得德国联

邦经济及科技部 EXIST 知识转移项目的资助，利用该资金将该软件

市场化并制定可行的商业模式。自 1990 年以来，87 家企业在马普学

会创新公司的指导下获得融资，57 家获得风投注资，7 家企业实现融

资上市，24 家企业被并购。 

四、有活力的利益分配 

技术转移作为一项涉及科研人员、机构、企业等各方利益的复杂

过程，其权属和收益分配制度至关重要。虽然在知识产权权属上，马

普学会研究人员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归属于学会，但是在收益分配

上，马普创新公司通过充满活力、兼顾各方利益的许可收入分配制度，

调动各方推进技术转移的积极性。对发明者而言，通过许可收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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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收益率保障作为个人奖励。对研究所和学会本身而言，从专利

许可分别获得 37%和 33%的收益，用于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和相关活

动，正是这种循环且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了技术转移的来源供

给充裕，市场需求旺盛。对于创新公司而言，每年通过技术转移得到

学会分红大约为 17 万欧元。此外，其员工采用基本工资、绩效津贴

加工龄津贴等的复合薪酬结构，平均收入是马普学会教授的两倍。 

五、开放的合作网络 

集聚全球资源，建立基础牢固、覆盖面广的产学研互动网络是开

展技术转移的关键要素。马普创新公司着眼于开放的全球战略视角，

致力于搭建各个研究所与国内外政、产、学、研、资各方的交流沟通

平台，不断加强信息沟通和协同创新，还通过举办各种学术沙龙、专

题讲座、项目对接或成果发布活动，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技术开发、

成果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以及共建战略合作平台等，并与法律、会

计、资产评估等服务机构的协调配合，从而加速技术转移及商业化的

过程。例如，2015 年 12 月，马普创新公司在柏林举办的第四届创新

日会议，与来自全球 250 名有关专家交流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包括

营养作物领域、光子学和传感器技术等领域），为开展下一步技术转

移提供了良好合作平台。 

技术转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力量。建议

学习马普学会创新公司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进上海技术转移机构向

专业化与市场化发展，重视复合型专业人才（科技、金融、财务、税

收、股权管理等）的引进与培养，并加强在投融资服务、合作网络等

方面的协同完善，从而为庞大的市场群体提供价值最大化的技术转移

服务；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符合市场规律的利益分配和激励制度，使

得科研人员、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技术转移机构均有所收益，从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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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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