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

05

MARKET��INFORMATION

2023-7-14���星期五 责任编辑 牛莉荣 制作 牛莉荣 电话：0351-�4048890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活跃、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拥有全国近

1/3

的有效专利和

1/4

的有效商标。

知识产权如何激发长三角地区创新创造活力？ 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营主体等方面，长三角地区又开展了哪些实践探索？

新闻纵深

累计培育知识产权优势

示范企业

1800

余家，带动区域

产业竞争优势整体提升

“从零开始”建设和运营地基增强

系统，北斗地基增强站超过

3700

个；

自主研发“潜龙”时空服务器 、大规

模时空服务平台等，突破多个关键算

法……成立

8

年，上海千寻位置网络有

限公司累计申请相关专利

664

项，其

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

95%

。

位于安徽合肥的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建立了涵盖专利、商标、版权

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不仅将知识产

权管理纳入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的全

生命周期，还将自然语言理解、图像识

别等新技术应用到技术检索、 专利文

本撰写中，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

2022

年

5

月

5

日，《工业品外观设

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在我国生效。 当

天，追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迅速提

交了

10

件外观设计专利国际申请，数

量位居江苏省第一、全国第三。 靠知识

产权保驾护航， 这家企业的扫地机等

智能清洁产品销往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在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各要素畅

通流转， 助力描绘充满活力的高质量

发展图景。 目前，长三角地区累计培育

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1800

余家，带

动区域产业竞争优势整体提升； 围绕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

域， 建设

7

个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及

24

家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助

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022

年， 专利

质押融资金额达

1862 .6

亿元，同比增

长

72 .6%

，接近全国的一半；

29

家国家

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在这里布局，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

达

400

余家。

知识产权新制度、 新模式

在长三角地区“先行先试”，取

得了良好成效

今年

4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首

批

10

家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启动

建设，长三角地区占据

6

席。 近年来，一

系列知识产权新制度、 新模式在长三角

地区“先行先试”，取得了良好成效。

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市场化

机制，是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有序

流动的关键。

2021

年

6

月，新修订的专

利法实施， 新增了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专利权人在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开放许

可声明、明确许可使用费后，在专利开放

许可期内，任何人可以按照该专利开放许

可的条件实施专利技术成果。

2022

年

5

月， 上海率先在全国开展

专利开放许可试点。“专利开放许可为高

校、 科研院所和中小企业搭建了成果转

移转化的‘鹊桥’。 ”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局长芮文彪介绍，目前上海已推动

50

家

企事业单位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240

件，其中免费许可声明

85

件；引入清华

大学等外省市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610

件，促成专利开放许可交易

45

项；中低

价交易 、高频次流转的“专利超市 ”在

7

个区建立， 上海交通大学和一家企业达

成千万元级的专利开放许可交易。

这些新的转化运用模式很快在长三

角地区“落地生根”。 专利开放许可是长

三角地区开展系列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

缩影。 据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程胤介

绍，今年

4

月，合肥市发行了长三角地区

首个“专精特新”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规模达

1.235

亿元。 浙江省率先承担起

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为增强区域“黏合度”、提升跨区域

知识产权保护一体化水平， 南京市知识

产权局联合扬州、淮安、芜湖等

10

个城

市（城区）知识产权部门成立了南京都市

圈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知识产权为“引进来”“走出

去”保驾护航，助力高水平对外

开放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外资企业， 拥有自

主研发的创新药专利。“我们感受到中国

政府对保护知识产权、 切实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的高度重视。 ”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近年来， 国外企业在华知识产权数

量稳步增长，知识产权助力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作用持续显现。 在长三角地区，上海

已连续

3

年组织开展外资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专项行动 ，累计办理涉外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案件

60

余件； 上海会同

江苏、浙江、安徽知识产权部门定期举办

外资企业对话交流会，了解外资企业知识

产权保护需求，通报知识产权法规政策和

服务举措。

知识产权不仅是外资企业“引进来”

的有力保障，也为国内企业“走出去”保

驾护航。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就

是受益者之一。“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我们在高性能永磁铁氧体材料领域 ，开

展了针对国外厂商在欧洲和中国的专利

无效诉讼 ， 为企业发展打破了专利壁

垒。 ”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包大新说。

（谷业凯）

长三角地区拥有全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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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为高质量发展蓄动力

浅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科技创新发展

□

孙焕文 王孝元

乡村振兴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

供需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 在经济高

速发展驱动下， 农业需求也随之不断

提升， 然而农业供给体系发展滞缓无

法与之相适应。 因此，亟需加快科技创

新， 通过科技驱动来提升农业供给端

的品质，并促进其规范化发展，从而实

现低端农业向现代化高端农业的积极

转型，此外，通过乡村振兴发展可以逐

步激活农业经济的活力， 使得广大农

民更积极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

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实现现代化

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现代化农

业和粮食安全的必经之路。 而科技创

新驱动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

径，需要各地政府、产业链条和社会各

方共同努力， 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支

持， 来逐渐提升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

能力。

我国现行农业经济应通过自立自

强的技术创新来建立自主可控的核心

技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现

代化农业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通

过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来实现生态农业

及智慧农业的发展转型， 促进农业产

业发展实现降本增效， 在绿色发展模

式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乡村振兴策略下农业科技创

新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力

度是科技创新发展前提基础

各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推动农业科

技创新的有力保障。 因此各地方政府

要结合各地区农业发展实际情况 ，逐

步提升科技创新引导政策的针对性 、

可行性， 并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充足

的资源保障。 建议政府通过设立农业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来加大对科技创新

的扶持力度， 同时各地方政府需要加

强对科技创新的引导和管理， 协助农

业企业和科研机构顺利开展各项科技

创新活动。 此外，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

科技创新成果的保护， 积极保护创新

知识产权，引导科技成果转化，只有各

地政府积极为地方农业创新发展提供

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才能更好地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顺利发展。

（二）企业的投入力度及重视程度

决定了科技创新的发展高度

企业投入是各项农业科技创新活

动的主要推动力。 企业对科技创新所

投入的研发资金规模， 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其生产技术及生产工艺的发展

程度，进而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与此同时， 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

和投入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

的现代化农业进程。 而在乡村振兴发展

战略下， 只有通过科技不断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 才能更好地利用新技术、 新模

式、新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实践。 与此同时

企业也需要加强现代化农业人才的培养

和引进， 为促进其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

资金支持和智力支持。

（三）农民的经营意识转变是实现农

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前提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化农业的转型 、

除了依托科技创新驱动， 同时也必须要

求农民的农业经营理念积极转变、 提升

科技素养， 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重要意

义的认知。 目前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

多数农民的参与度不高， 同时也缺乏科

技创新意识。 因此各地需要根据各地的

现代化农业发展情况， 通过相应针对性

的政策来以提升农民的创新意识， 同时

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宣传力度， 积极拓

展农民的学习途径， 此外积极整合社会

资源融入到农业科技创新进程中来，通

过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来提升农民的科技

素养， 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科技创新的

深入发展。

三、农业科技创新之路的建议与展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食品

安全问题及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都

显得日益迫切，农业科技创新将逐渐成为

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现代化农业

也将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 因此就必须通

过提高科技创新力度，积极探索更多的新

型农业发展模式， 引导科技成果转化，通

过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应用来推动农业

产业转型发展。

首先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引导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通过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来提升现有农业科技

创新技术水平。 此外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

进行优化整合，资源合理配置来促进各环

节的协同创新发展，提升资源优化及配置

效率。 其次，通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

业科技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指导来促进农

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加强农民对现代化

农业科技的掌握和运用，使其深度参与到

农业创新进程中。

科技创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

础和核心因素，因此必须将科技创新发展

放在战略高度，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科技

创新的产业扶持和政策引导，并引导地方

企业、政府、社会等方面，发挥合力作用，

共 同 推 动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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