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日 前 召 开 的 第 十 二 届 中 国

知识产权年会上，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 70%的

知识产权申请来自亚洲地区，中国

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全球创新生态

系统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知识

产 权 不 仅 成 为 激 励 创 新 的“ 催 化

剂 ”，也 成 为 经 济 发 展 的“ 加 速

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今年 1
至 9 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 69.9 万

件，受理 PCT（《专利合作条约》）国

际专利申请 5.3 万件。截至今年 9
月 ，我 国 国 内 发 明 专 利 有 效 量 达

390.8 万件。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稳中提质，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

知识产权保
护 体 系 更 加 完
善，快速协同保
护机制加快形成

家纺产品季节性强、侵权证据

容易转移灭失，导致可供权利人维

权的周期较短。在江苏省南通市，

当权利人发现这类侵权产品后，可

通过电话、网络，第一时间向中国

南通（家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

心投诉。中心接到投诉后，工作时

间 30 分钟、非工作时间 90 分钟内

就能抵达现场调查取证，3 天内开

展处置工作，口审质证、调解同步

进行，一般案件都能在 2 周内调解

结案。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更加完善，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加

快形成。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

快速维权中心在快速预审、快速维

权、快速确权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效

能更加凸显。像南通家纺、宜兴陶

瓷、厦门厨卫、霸州家具等地方特色

产业，都有了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

平台。

以 专 利 预 审 制 度 为 例 ，它 对

激励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家

纺产品花型更新快、销售周期短，

一般的花型设计寿命仅一季。如

果 审 查 周 期 过 长 ，就 会 阻 碍 企 业

创新发展。中国南通（家纺）知识

产 权 快 速 维 权 中 心 多 措 并 举 ，不

仅通过压缩专利权评价报告制作

周 期 加 快 面 料 花 型 专 利 预 审 ，还

新增了花边缎带、家纺套件、窗帘

等专利预审。

“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

保护体系，能够有效提高知识产权

纠纷处理速度和质量，降低维权成

本，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国家

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

同 时 ，全 国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中

心和快速维权中心还持续加大专

利 导 航 分 析 力 度 ，加 强 专 业 知 识

产权数据资源供给和信息开放共

享，探索拓展知识产权服务领域，

满 足 创 新 主 体 多 元 需 求 、支 持 区

域 优 势 和 特 色 产 业 精 准 发 展 。

2022 年，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完成专利导航分析报告

390 余个。

入 选 首 批 国 家 级 专 利 导 航 服

务基地的天津市滨海新区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利用知识产权大数据

分析，帮助重点产业和企业明确核

心技术研发的具体发展方向和创

新最优路径。

“我们围绕 28 个细分产业开展

规划类的专利导航，实施 30 项创新

类的专利导航，助力药物生物学创

新中心等一批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天津市滨海新区副

区长梁益铭介绍。

数字技术领
域专利储备进一
步加强，知识产
权赋能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 专 利 创 新 呈 现 蓬 勃 发 展 态 势 。

2016 至 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达

18.1%。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60 万件，占发明专利总有效量的

38%，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今年 4 月，百融云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专门举办知识产权周，对

为公司知识产权发展有贡献的研发

人员进行表彰。这家成立 9 年多的

科技型企业，累计获得企业软件著

作权及专利超 200 项，涵盖机器学

习、隐私计算、人机协同、多模态等

领域。

“专利发明不是凭空产生的，源

于企业发展，也服务于企业发展。”

百融云创首席执行官张韶峰说，“我

们深刻认识到知识产权对于企业发

展的战略意义，要以‘专利池’建立

技术‘护城河’。”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

35 个技术领域统计，截至今年 6 月

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增速排

名前三的技术领域，分别是计算机

技术管理方法、计算机技术、基础通

信程序，分别同比增长 56.6%、38.2%
和 26%。数字技术领域专利储备进

一步加强，也增强了我国数字经济

的发展优势。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年底，我国

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

利中，企业拥有量占比为 70.9%。利

用国内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

势，本土创新力量快速崛起，国内头

部企业不断涌现，成为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前，创新主体对加强相关领

域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通过修订审查标准、优化审查

模式等措施，国家知识产权局进一

步加强相关专利保护。比如，针对

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区块链

等发明专利申请，在《专利审查指

南》中增设专节，增加权利要求保护

方式、扩大专利保护客体、明确创造

性审查标准。

“修订专利审查标准特别强调

了涉及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可以

扩大专利保护的客体，这对于产业

创新发展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们

期待相关专利审查指南尽快出台。”

百度副总裁梁志祥说。

发明专利产
业 化 率 稳 步 提
高，多措并举促
进高校和科研机
构专利转化运用

日 前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专

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

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对我

国大力推动专利产业化、加快创新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出专项

部署。《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推

动 一 批 高 价 值 专 利 实 现 产 业 化 。

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明

显提高，全国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

成交额达到 8000 亿元。一批主攻

硬科技、掌握好专利的企业成长壮

大，重点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竞争优

势加速形成，备案认定的专利密集

型产品产值超万亿元。”

作为专利大国，提高专利产业

化水平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

点。调查显示，我国发明专利产业

化率近 5 年稳步提高。2022 年，我

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6.7%，

较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同时也

要看到，专利转化难点、堵点仍然存

在，转化率偏低、激励不足、机制不

畅、与企业需求结合不紧密等问题，

制约着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3 年 9
月，国内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76.7 万件，科研机构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 22 万件，合计占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的 25.3%。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 学 物 理 研

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认

为，实现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要建

立符合科研机构定位的知识产权

运 营 模 式 ，培 养 专 业 化 的 人 才 队

伍 。“ 近 年 来 ，我 们 积 极 拓 展 知 识

产 权 和 技 术 转 移 的 管 理 服 务 ，将

其融入整个科技创新链条。目前

知 识 产 权 转 化 超 过 1000 件 ，实 现

应用成果规模工业转化 50 余项。”

杜伟说。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局 长 申 长 雨

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努力梳

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

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全面盘点存量

专 利 ，力 争 在 2025 年 年 底 前 实 现

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的有效专

利全覆盖。同时，由企业对专利产

业化前景进行评价反馈，筛选出的

专利统一线上登记入库，按照产业

细分领域向企业匹配推送。此外，

还要加强推广对接和资源匹配，推

动各方精准对接。”

今年1至 9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69.9万件，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5.3万件

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稳中提质
本报记者 谷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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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第七十四届国际宇航

大会期间，嫦娥五号团队获颁“劳伦

斯团队奖”。嫦娥五号总设计师胡

浩在颁奖仪式上宣布：嫦娥五号月

球科研样品即将面向国际开放申

请，欢迎各国科学家共同研究、共享

成果。

“劳 伦 斯 团 队 奖 ”设 立 于 2001
年 ，是 国 际 宇 航 科 学 院 每 年 颁 发

的 两 大 奖 项 之 一 ，旨 在 表 彰 在 宇

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宇航项目

团 队 。 嫦 娥 五 号 在 技 术 创 新 、科

学 发 现 、国 际 合 作 等 方 面 取 得 的

突 出 成 就 ，赢 得 了 国 际 同 行 的 高

度认可。

嫦 娥 五 号 完 成 了 我 国 首 个 无

人 月 球 采 样 返 回 任 务 ，是 当 时 我

国 复 杂 度 最 高 、技 术 跨 度 最 大 的

航 天 系 统 工 程 ，一 举 突 破 月 面 采

样、月面起飞上升、月球轨道交会

对 接 与 样 品 转 移 、跳 跃 式 再 入 返

回 等 关 键 技 术 。 嫦 娥 五 号 带 回

1731 克 月 球 样 品 ，是 世 界 单 次 采

样 量 最 大 的 无 人 月 球 采 样 任 务 。

该任务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 自 强 的 生 动 实 践 ，为 后 续 的 无

人 月 球 科 研 站 、载 人 登 月 等 奠 定

了 基 础 ，是 我 国 航 天 事 业 发 展 的

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胡浩介绍，围绕嫦娥五号带回

的月球样品，科研人员取得多项研

究 成 果 。 目 前 ，已 经 完 成 6 批 258
份、共 77.68 克月球样品发放，在国

内 外 权 威 期 刊 发 表 论 文 70 余 篇 。

代表性的科学发现主要包括三方

面 内 容 ：一 是 通 过 对 月 球 样 品 研

究，测定年轻的玄武岩形成时间为

20.30 亿 年 ，揭 示 了 月 球“ 晚 年 ”演

化历史；二是在月球晚期岩浆活动

成因方面，推翻了岩浆源区富含放

射性元素提供热源、富含水降低岩

石熔点的主流假说；三是发现了第

六种月球新矿物“嫦娥石”。

胡浩表示，为有效推进月球样

品的联合研究和应用，促进科学成

果的国际共享，我国面向国际开放

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申请。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

嫦娥六号目前正按计划开展正样

阶 段 研 制 工 作 ，计 划 于 2024 年 前

后实施。

同为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嫦娥

六号与嫦娥五号有哪些不同？

胡浩告诉记者，任务的不同之

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嫦娥六号着陆

区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二是任务实施过程中引入了鹊桥二

号中继星的支持；三是增加了国际

合作内容。”

据 介 绍 ，迄 今 人 类 进 行 的 10
次月球采样返回均位于月球正面，

月球背面整体上相对月球正面更

为古老，且存在月球三大地体之一

的 艾 特 肯 盆 地 ，具 有 重 要 科 研 价

值。嫦娥六号任务预选着陆区位

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有

望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

的月球样品。

第 七 十 四 届 国 际 宇 航 大 会 期

间，国家航天局还发布了嫦娥八号

任务国际合作机遇公告。嫦娥八号

计划于 2028 年前后实施发射，将开

展月球多物理场、区域地质剖面探

测与研究，月基对地观测与研究等

工作，将与嫦娥七号等共同组成月

球科研站基本型。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探月工程秉持“平等互利、和

平 利 用 、合 作 共 赢 ”的 原 则 ，面 向

国际社会开放嫦娥八号国际合作

机遇，欢迎各国与国际组织加入，

开 展 任 务 级 、系 统 级 、单 机 级 合

作，共同实现更多重大原创性科学

发现。

（段宇濠参与采写）

嫦娥五号团队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劳伦斯团队奖”

我国探月工程成果丰富
本报记者 冯 华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技模型大赛近日举

行，全县中小学共 28 支代表队、400 多名选手参加比赛。

左图：比赛选手在教室里进行航模制作比赛。

上图：比赛选手在操场上进行航模展示。

以上图片均为胡卫国摄

聚精会神

1 分 钟 ，量 子 计 算 原 型 机

“九章”可完成经典超级计算机

1亿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被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用户访问超过 7000万次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

业不断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

局，新技术、新产业对高质量发

展的牵引带动效应更加突出。

全球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

成生物学等前沿成果、技术突破

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

球经济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

迫切需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

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

技术含量高，必须依靠创新驱

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意味

着我们要摆脱以往依靠大量资

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科

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增强发展新动能；也意味着我

们要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掌握发展

的主动权，迫切需要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原创性颠覆

性技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这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全面塑造发

展新优势的关键之举。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培育形成新产业。

转变发展方式、突破发展瓶颈制约、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迫切需要以新质生产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我

国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

产业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

用日益彰显。同时，以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

深海空天开发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也正在实现技术与产

业的深度融合，有望成长为未来的新兴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越

是前沿产业，越是需要高科技来支撑。要紧紧围绕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

引领性攻关，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在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等方面的主体地位，鼓

励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

用。要完善从基础研究、技术应用到工程化、产业化的

创新链条，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同时，也要切实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优化科技创新的法律政策和文化环境，形成全社会支

持创新、参与创新、推动创新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深刻认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培育新

兴产业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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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引领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

本报电 日前，第四届“空天杯”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

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本次大赛以“数智航天”为竞赛主题，

历时 3 个多月，共有高校和企业组织的 170 支团队、400 余

人参与。各参赛团队围绕飞行器系统设计、飞行器智能专

项技术、飞行器目标识别等领域，从专业角度提出创新技术

构想，阐述应用前景，提交案例方案。本次大赛发掘了一批

空天设计创意，孵化了一系列创新技术，为航天航空爱好者

提供了学习交流平台，有利于激发更多青年人才投身航天

事业，助力航天强国建设。 （刘诗瑶）

“空天杯”创新创意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电 近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创话剧《大地之

光》在澳门大学演出。《大地之光》为“共和国的脊梁——科

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支持剧目，话剧以倒叙手法，通过特

定的历史场景再现地质学家李四光胸怀祖国、献身科学、淡

泊名利的一生。除话剧演出外，中国科协在澳门还举办了

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高校师生座谈交流会、李四光生平事

迹展等。本次巡演活动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

共同主办。 （喻思南）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支持剧目在澳门演出

本报电 前不久，《科技创新（四）》纪念邮票首发式在

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办。该纪念邮票一套 5 枚，分别为：人

工合成淀粉、多年生稻、“祝融号”火星车、夸父一号、高海拔

宇宙线观测站。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 700 万套。2017 年以

来，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邮政局，策划发行以“科技创新”为

主题的系列纪念邮票，于 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相继发

行了三套《科技创新》纪念邮票，展示我国近年来取得的重

大科技成果。 （吴月辉）

《科技创新（四）》纪念邮票展示重大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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