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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朗霍夫学会是德国著名的四大学会之一，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弗朗霍夫学会已成长为全欧洲

最大的应用研究与相关服务的提供方，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服务于企业主体的方式和模式。本文从

运营模式、服务类型、服务方式等几个维度全面梳理了弗朗霍夫学会服务企业的运行机制，并给出学会

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的案例分析，最后围绕我国新时代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需求得出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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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霍夫学会（Fraunhofer Society）是德国著

名的四大学会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最先进的应用研

究机构之一，不仅开发出了诸如 MP3 这类被全球

广泛应用的关键技术，还因为其独具特色的服务企

业主体的方式和模式享誉世界，因此成为各方学习

和模仿的对象。当前对弗朗霍夫学会的研究大多停

留在弗朗霍夫学会整体的组织结构、运营机制、评

估体系、奖励机制等宏观层面，从中得出对我国非

营利科研机构管理模式的启示 [1]，就如何激发大学

潜能展开探讨 [2]；部分研究侧重于弗朗霍夫学会专

注应用研究的特点，详细论述了其开展共性技术研

发、技术转移的方法和机制 [3~5]。其中专门针对弗

朗霍夫学会服务企业主体的机制研究还不多。

一直以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结

合都是我国建设技术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要“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以新时代技术创新体系与能力支撑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亟需加快完善企业主导产业技

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幅度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为此，本文在简单梳理弗朗霍夫学会发展历程的基

础上，聚焦学会服务企业的方式展开研究，并给出

具体案例分析，最后得出几点启示。

1　弗朗霍夫学会简介

弗朗霍夫学会成立于 1949 年，由工业界、知

识界、巴伐利亚州和刚刚成立的德国联邦政府代表

在慕尼黑共同建立，成立之初其研究重点是德国战

后急需发展的领域，如矿业、机械制造等，且主要

面向巴伐利亚州的企业。1952 年，弗朗霍夫学会

被德国联邦经济部和基金联合会列为除德意志研究

联合会（DFG）和马普学会（MPG）之外的德国大

学外研究机构“第三根支柱”。经历了 1954 年由

于定位不明、财政紧缺带来的生存危机，学会最终

定位为有自主营利能力的全国范围的应用研究机

构，并在同年成立了第一个下属研究所，此后开始

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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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弗朗霍夫学会拥有下属研究所共计

72 家，员工超过 2.5 万名，每年研究经费高达 23

亿欧元，主要服务对象为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以及公

共部门。弗朗霍夫学会在法律上是以学会身份注册

的独立社团法人，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政府

的研究项目需要学会下属的研究所通过竞争的方式

获得，学会和学会的负责人对项目成果与资金来源，

以及学会在学术界的地位负责，学会运作形式更偏

向于企业，并将研究、创新和产业三者有机结合在

一起，取得了很多世界闻名的研究成果。

弗朗霍夫学会创立了一种被称为“弗朗霍夫模

式”的经费来源模式，该模式于 1973 年得到德国

联邦内阁和联邦 - 州委员会正式批准，这对于学

会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弗朗霍夫模式

下，学会经费来源主要涵盖三大部分：一是联邦和

州政府用于支付学会扩大投资方面的投入，即学会

新建建筑设施、相关科研设备和家具等方面的投入，

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承担。二是用于国防研究的投

入，同样由政府直接拨款。三是学会进行合同研究

的收入，具体包括项目收入和政府资助的用于前瞻

性研究的经费，其中，政府资助占合同研究收入的

30% 左右，包括来自联邦（90%）和州（10%）的

机构资助；剩下的 70% 来自竞争性项目的收入，

也就是通过企业订单和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联邦、

州、欧盟）获得的收入（见表 1、表 2 和图 1）。

弗朗霍夫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学会经费的多少

是与自身的收入能力挂钩的，并以此作为下一年经

费分配的依据 [1]，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学会本身，也

适用于下属所有研究所。“弗朗霍夫模式”促进了

学会成为世界领先的应用研究机构，还赋予其充分

的灵活性，使学会能根据科技领域及市场条件的变

化做出快速反应。

2　弗朗霍夫学会独具特色的运营模式——

　……合同研究

合同研究（Contract Research）是弗朗霍夫学

会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充分体

现了学会专注于应用研究的特点，也是在为企业

和政府等主体提供研发服务时采取的首选模式。

合同研究是指学会无论是承接企业还是政府的研

发委托任务，都需要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

从每年弗朗霍夫学会研究经费的构成上看（见表 1

和表 2），合同研究所占的比例能够达到总经费的

80%~90%，且在合同研究的构成中，企业是项目

表 1　 2012—2016 年弗朗霍夫学会经费来源 [6]

表 2　2012—2016 年弗朗霍夫学会合同研究经费来源（单位：百万欧元）[6]

年份
学会扩大投资
（百万欧元）

国防研究
（百万欧元）

合同研究
（百万欧元）

合同研究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
总经费

（百万欧元）

2012 199 113 1 614 83.8 1 926

2013 235 114 1 661 82.6 2 010

2014 226 118 1 716 83.3 2 060

2015 153 127 1 835 86.8 2 115

2016 88 114 1 879 90.3 2 081

年份
项目收入

政府资助经费 合同研究总经费
（1）企业项目

（2）公共项目
（联邦和州资助）

（3）欧盟项目 （4）其他项目

2012 570 382 88 97 477 1 614

2013 578 431 92 99 461 1 661

2014 618 445 106 103 444 1 716

2015 641 441 105 118 530 1 835

2016 682 487 106 111 493 1 879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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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最大的来源主体之一。任何规模的企业都可以

从弗朗霍夫学会的合同研究中受益，特别是对于没

有研发部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学会是其创新知识的

重要来源。

弗朗霍夫学会根据研究领域将下属 72 家研究

机构分成了 8 个“弗朗霍夫联盟”，分别为原料、

建筑构件材料联盟，微电子联盟，生产联盟，信息

和通信技术联盟，生命科学联盟，光和表面技术联

盟，创新研究联盟以及国防和安全研究联盟，除了

最后一个联盟从事的是国防研究，由政府直接拨款，

其余 7 个进行的都是合同研究。每个联盟中包含数

量不等、有着相近研究领域的弗朗霍夫研究机构，

它们会在同一联盟框架内开展有效的研发合作。企

业与某一个研究机构签订的研发合同并不意味着只

能使用该机构的成果和技术，而是来自所属联盟内

外不同机构的专业知识都可以通过合作的形式应用

到项目研发的过程中，由此产生的协同效应对于项

目的顺利完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弗朗霍夫学会为企业进行合同研究的方式根据

领域和具体服务类型的不同虽然有所差别，但共同点

在于工作方式都非常贴近客户，使得研究最大程度地

保证项目成果的应用导向，从而能够让实验室进行的

基础研究有效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之后的成果转化和

市场推广做好准备。具体而言，项目的所有研发过程

都要与委托方进行充分沟通并取得对方同意后才会实

施，项目开展的具体方式、合作范围等完全按照委托

方的要求和意愿量身定制，具有很高的灵活性。项目

一旦研发成功，其成果立刻就可以转交给委托方。企

业与学会签订合同时会对成果的要求和项目实施期限

进行详细规定，可以有效保证项目的完成质量。

3　弗朗霍夫学会面向企业提供的全链条服

　……务类型

在合同研究的模式下，弗朗霍夫学会可为企业

客户提供多种不同类型的服务，贯穿从技术到产品、

再到生产和市场的整个研发链条，见表 3。

4　弗朗霍夫学会面向企业提供服务的方式

　……及案例分析

弗朗霍夫学会有多种服务企业的方式，根据现

实需要和企业的要求进行选择 [8]。

4.1　签订单项合同，满足企业多方面的研发需求

签订单项合同是最常见的服务方式。企业有研究

和发展需求，或是想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改进生产

流程、解决物流运输问题、对流程进行检测和认证时，

可以与弗朗霍夫学会首先进行一次会谈咨询。通常情

况下，企业会主动与学会进行联系，或者在学会举办

的研讨会、活动或展览上与学会取得联系。企业会根

据自身需求直接找到对应的研究机构，或者通过弗朗

霍夫联盟咨询相应机构的联系方式。然后双方进行第

一次无偿的会谈咨询，确定合作希望达到的目的，以

及时间和费用等相关事宜。之后会进行合同协商、合

企业项目

36%

公共项目 (联邦和

州政府资助）

26%
欧盟项目

6%

其他项目

6%

政府资助经费

（前瞻性研究）

26%

图 1　2016 年弗朗霍夫学会合同研究各经费来源所占比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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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签订等流程，接着开始研发工作。研究开发一旦完

成，成果立刻转交到委托方手中。

典型案例：Trumpf 公司与弗朗霍夫生产技术

与自动化研究所的合作 [9]。

Trumpf 公司是一家从事金属加工的企业，在

工业 4.0 生产设备开始在工厂中普及的情况下，

Trumpf 看到了这些新的生产技术给行业的生产效

率和生产力带来的巨大潜力，因此与弗朗霍夫生

产技术与自动化研究所（弗朗霍夫 IPA）在 2015

年共同开展了长期合作项目“灵活金属加工实验

室”。

在研究准备阶段，弗朗霍夫生产技术与自动

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Trumpf 公司的员工以及公

司的学生顾问一起对 25 个 Trumpf 金属加工业的

客户进行了调研，按照精益原则详细研究了生产

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并通过相关分析工具判断

出哪些步骤造成了时间和材料的浪费，也就是生

产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在进行过初步分析后，弗

朗霍夫生产技术与自动化研究所在它的“工业 4.0

应用中心”建立了一个生产样间，能够还原大多

数金属加工业企业的生产环境。研究人员可以在

此对工业 4.0 新生产方式的效果进行对比测试，如

在同一步骤加入进行信息处理的数字化生产工具

以及收集和传输生产信息的设备，与传统生产模

式下的结果进行比较。经过研究成果的比较后发

现，应用工业 4.0 生产模式可以使每个订单的生产

时间减少 28%~51%，其中一些生产步骤花费的时

间甚至能有更大程度的下降。此外，新的生产模

式还提高了产品的生产质量，如一些步骤的错误

率可以降低为零。这种新开发出来的生产模式很

快就被 Trumpf 公司应用在了实际的生产中，并实

现了市场化。

4.2　建立创新集群，高效统筹区域研发力量

弗朗霍夫学会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多

个创新集群，其作用是将一个区域内有能力的参

与者集合起来，共同探索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

企业、高校以及其他大学外研究机构都可以参与其

中。创新集群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依据，充分发挥

不同研究主体进行研发时的优势，将产学研有机地

结合起来，并创造出有利于区域内所有利益相关者

的成果。例如在 2009 年建立的弗朗霍夫创新集群

“能源和交通维护、修理和检修集群”（MRO），

就是为了促进柏林和布兰登堡地区此类技术的发展

而设立的，弗朗霍夫学会、柏林和布兰登堡州政府

以及参与集群的企业负担集群运营经费的比例为

1∶1∶1。

表 3　弗朗霍夫学会为企业提供的服务类型 [7]

　 类型 具体服务

技术 新技术研究 弗朗霍夫学会站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研究人员曾广泛参与发光二极管、音频
和视频编码、激光技术等技术的研发。同时，学会也会提供关于这些技术如何
转化成产品的建议和方案

许可转让 弗朗霍夫学会通过开展一些自主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企业可以通过
购买许可权的方式获得这些技术成果

产品 产品改进 改进产品、提高产品功效、开发新功能，以及降低产品的制造和运行成本

生产 产品开发 与企业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流程，直到能够实现小规模生产

产品测试和认证 通过丰富、高价值的设备对组件、材料、外壳和流程的功能及安全性进行检测，
能够为企业出具检测报告和证明

现有流程和组织形式优化 帮助企业对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生产需求的技术和组织形式进行优化，提出有创
造性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市场 市场分析和创新咨询 弗朗霍夫学会始终关注科技和市场发展趋势，从而让客户及时为此做好准备，
推出新产品、占领新市场，获得先发优势。此外还会为客户提供市场可行性分
析、盈利预测和相关资助计划的信息等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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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联邦印钞公司在弗朗霍夫创新集群

中的合作 [10]。

德国联邦印钞公司（Bundesdruckerei GmbH）

是身份识别系统领域的一家世界领先企业。在弗朗

霍夫创新集群“柏林 - 布兰登堡地区更加安全的身

份认证集群”中，联邦印钞公司与 5 家弗朗霍夫研

究所、5 所高校和 12 家企业共同进行相关项目的

研究，开发新的技术、操作方式和产品，以改善针

对人、物品和知识产权的识别系统，至今已经取得

了多项重要成果。

在联邦印钞公司与弗朗霍夫学会合作的过程

中，专业实验室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公

司在 2007 年与弗朗霍夫安全和微集成研究所（弗

朗霍夫 IZM）在柏林共同建立了德国第一个高安全

应用实验室，联邦印钞公司将其关于身份存储的知

识应用到了合作项目中，为弗朗霍夫安全和微集成

研究所提供了很多高复杂微型电子应用的专业知

识，同时也取得了应用在纸制品中的超薄芯片等优

秀成果；2008 年起，联邦印钞公司与弗朗霍夫应

用聚合材料研究所（弗朗霍夫 IAP）开始在波茨坦

的安全实验室共同进行研究，分析新材料的实用性

和安全特性，公司利用弗朗霍夫应用聚合材料研究

所在光学和电学新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发出新

的防伪技术，提高了身份存储的安全性。除此之外，

联邦印钞公司还与集群内其他的弗朗霍夫研究机构

建立了多个专业实验室，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4.3　辅助创建衍生公司实现内部研发成果转化

弗朗霍夫学会的研究人员希望把好的想法付

诸实际行动，因此会凭借独立开发的产品、技术、

流程等开办自己的公司。学会专门为此成立了弗朗

霍夫企业部，在研究人员建立公司的过程中提供帮

助和指导，降低其中可能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此外，

一些新技术的委托方自身也想成为这类衍生公司的

股东，这样能够保证他们长期参与到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过程中。由于衍生公司的创始人原本就是学会

的研究人员，因此与弗朗霍夫研究所的关系十分紧

密，并非常愿意在产品研发、项目承担、市场化等

方面进行合作。

典型案例：Concentrix Solar 公司（以下简称 CS

公司）与弗朗霍夫太阳能源系统研究所的合作 [11]。

CS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位于弗莱堡的弗朗

霍夫太阳能源系统研究所（弗朗霍夫 ISE）的一家

衍生公司。CS 公司如今已经从一家初创企业发展

成了世界排名前 3 的浓缩器 - 光电转换系统制造

商。在这一过程中，公司与弗朗霍夫太阳能源系统

研究所的紧密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CS 公司成立之初，由于公司创始人拥有弗朗

霍夫太阳能源系统研究所的技术分析报告，因此对

产品的光学原理、制造技术以及需要使用的材料都

非常了解。接下来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技术的转化

落地阶段，弗朗霍夫太阳能源系统研究所充当了

CS 公司的研发部门，通过与研究所的紧密合作，

产品很快就实现了试生产和工业生产。之后的系统

和制造流程改良也主要依靠弗朗霍夫太阳能源系统

研究所的专业能力，研究所的科学家拥有浓缩机 -

光电转换领域多年的研究经验，能够满足 CS 公司

的研发需求，还与附近的大学有着良好的关系，使

得 CS 公司可以获得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从中

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和感兴趣的主题。另外，研究所

对产品状态的后续监测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未来，

CS 公司依然准备与弗朗霍夫太阳能源系统研究所

在新技术开发和升级方面进行合作，特别是希望共

同开展国内和国际的研究项目。

4.4　集聚多个主体力量，高效协同攻克大型项目

一些非常复杂的大型项目需要多个主体进行

合作解决。此类项目可以涉及弗朗霍夫学会下属所

有领域的研究所，同时外部的合作伙伴以及其他企

业都可以参与进来。学会的研究人员对于如何分配

大型项目的任务有着丰富的经验，还十分了解相关

的国家资助情况，能够高效地达成项目目标。虽然

都涉及多主体的合作，但这种服务方式与创新集群

的不同点在于，合作是基于项目本身的，项目完成

后合作关系就会终止，且不要求合作主体来自同一

地区或同一领域。

4.5　战略伙伴关系联结产学研主体

弗朗霍夫学会希望推动有潜力的技术的发展，

因此在没有接到委托的情况下也会开展相应的前瞻

性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会与一些企业建立起长期的

伙伴关系。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位于多特蒙德的“表

面技术中心”，来自钢铁行业的多家企业与弗朗霍

夫研究所、专业高等院校和大学共同进行涂装技术

的研发合作，这些企业由此与弗朗霍夫学会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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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6　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为企业打通到国外发展

　　 的通道

弗朗霍夫学会十分重视国际合作，在欧洲、北

美、南美和亚洲都拥有子公司，还在全球各地设有

33 个代表处并拥有资深顾问，很多工作人员都具

有国际经验，掌握相应的文化和语言能力，同时对

国外市场也有一定了解，因此也可以满足跨国企业

在国外的研究需求，为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搭建桥梁。

5　弗朗霍夫学会服务企业的特征分析

通过对弗朗霍夫学会服务于企业的机制进行

探究，可以总结出学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5.1　学会具有承上启下的清晰定位——支撑产业

　　 发展的共性技术研发

一般来说，纯基础研究应该主要由公共财政来

资助；而下游的应用研发则应该由企业、公司等民

间资本来支持完成 [2]。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

不同类型研究的分工无法做到泾渭分明，特别是一

些自身不具备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即使拥有好的

创新想法，有时也没有能力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应用。

因此，弗朗霍夫学会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既承接国家研究任务，开展基础研究，又接受企业

委托，为企业专门研发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技术，

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将在基础研

究中获得的一些成果应用到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中。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弗朗霍夫学会更是作为一

种可靠的“外部实验室和研发部门”，弥补了中小

企业研发能力不足、难以做大做强的先天劣势。通

过这一清晰定位，弗朗霍夫学会有力地促进了产业

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也使得学会自身有了存在

的实际意义，得以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5.2　学会具有面向企业需求的目标导向和尊重市  
　　 场规律的运营方式

首先，弗朗霍夫学会独有的经费来源模式（30%

来自政府，70% 来自学会自身收入，第二年的经

费与学会前一年的收入挂钩），就决定了学会必须

像企业一样进行经营，必须保证为企业主体研发的

成果让企业满意，才能在未来接到更多的委托、获

得更多的收入，让学会能够一直运营下去。其次，

学会的“合同研究”为企业提供的服务类型和服务

方式非常多样，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各方面的研发需

求，无论是产品技术研发，还是生产流程规划，抑

或市场信息咨询，弗朗霍夫都有专业的团队为其提

供服务，且学会会根据企业委托任务的情况设计不

同的服务方式，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最后，

学会在进行合同研究时，并不是独自在实验室里做

研究，大部分情况下，企业的研究人员乃至企业的

高层会参与研发的全过程，与学会的研究人员一同

进行技术开发、测试和实验，通过这种方式，企业

的真实需求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给研发团队，使得

最终取得的成果完全就是企业所需要的；而且由于

企业全程参与，成果在应用落地时的困难和阻碍也

被有效降低，企业甚至可以直接将实验室中的流程

和技术照搬到自己的生产车间里。

5.3　学会拥有对不同创新智力资源的凝聚能力，

　　 善于打通产学研主体间的合作通道

从弗朗霍夫学会服务于企业的形式和具体案

例中可以看到，学会与产学研领域的不同主体都有

联系，而且非常善于将不同的研发资源整合起来，

无论是学会自身的下属研究机构，还是企业所处范

围内的高等院校和同行业企业，只要对于完成企业

研发任务有帮助的，学会都会充分利用起来，如联

邦印钞公司加入的创新集群，以及为 CS 公司提供

的获得高校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渠道都是很好的范

例。这样的服务方式有助于形成合力，充分利用各

方面的智力资源，使产学研主体充分融合，更好更

快地实现研发任务目标。在共同合作研发中，各主

体还可以充分吸收来自其他主体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诀窍，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在当今愈发强调

交叉学科重要性的背景下，弗朗霍夫学会在不同研

发主体中起到的“粘合剂”作用也就愈发重要，这

也是未来新技术产生的一种重要途径。

6　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国情与

世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转变，加快建立完善符合

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技术创新体系，已成为我国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重大任务之一，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

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需要。弗朗霍夫学会以满

足企业需求为第一要务的经验和做法，为“建立以

·科技计划与管理·



— 52 —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12]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是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推动研发机构明晰

定位，并坚持围绕自身定位开展相关活动和业务。

以健全创新链条和创新体系为目标，赋予不同研发

机构不同定位，推动其各司其职。近期新设立的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 [13,14] 就是以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和

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等创新链中端领域为核

心，与弗朗霍夫学会的定位十分接近。在未来的研

发活动中，宜以应用基础研究为重点，与产业和区

域创新发展有机融合，发挥对相关重点产业领域技

术创新的战略支撑与引领作用。对于当前数量不断

增加的新型研发机构，则要发挥其运营机制市场化、

管理灵活的优点，主攻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企业

孵化、科技人才培养等靠近创新链末端的领域，并

将这类机构作为新制度、新服务方式的试验平台，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此外还可借鉴弗朗霍夫学会的组织架构，以“一个

研发机构 + 多个下属研究院所”的形式，充分扩大

服务领域和规模，形成跨区域、跨领域的研究网络。

二是进一步突出市场导向，更多站在企业角度

思考问题，推动企业全面深度参与技术研发活动。

竞争性研发计划和项目启动与实施过程中，应充分

体现“自下而上”的理念，即广泛征求企业需求和

意见，进而从产业发展的整体需求出发开展研发活

动，使得研发成果能够真正推动企业创新和产业发

展。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研发机构在承担企业任务委

托时，需将企业需求作为研发任务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尽可能让企业深度参与到研发过程中。在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时，要切实做到以企业为主体，

由领域内龙头企业牵头，若干骨干企业共同参与，

同时联合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其他优势力量，构

建多方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管理运行机制，推动形

成技术创新协作网络。同时，机构所在地政府则应

在政策、资金、土地、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支持，

发挥基础性保障作用。

三是强化协同，加快实现从“产学研结合”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转变。新时代技术创新体

系中的合作不应该是孤立的，需要充分调动区域内

或领域内的优质智力资源，产学研合作的方式需要

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产学

研主体可以互相吸收和借鉴彼此的知识和经验，从

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启发。弗朗霍

夫学会在创新集群中服务企业的模式就值得中国的

产学研主体在未来的合作中学习和借鉴。比如，鼓

励产学研主体共同创立创新型产业集群或创新型平

台，协同相关领域上、中、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

院所等创新力量，共同进行产业相关技术的研发和

攻关；企业与研究机构和高校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申请和承担研发项目、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

大型研究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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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aunhofer Society is one of the four most famous academic institutes in Germany. After 60 
years’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the largest provider of applied research and relevant services in Europe and 
owns a set of unique service mechanisms fo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this mechanism 
from the aspects of operation pattern, service types, service methods, etc. Several cooperation example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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