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创新活力
促进知识产权增量提质

知识产权是企业和行业的核心竞争
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下，能不断
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今年1月，衢州市正
式获批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
城市。

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指导下，衢州
将知识产权保护列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在
全市域实现知识产权议事协调机构管理
升级，并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
长，为构建科技含量高、综合效益好、创新
能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的
组织基础和顶层支撑。

一方面，持续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扩面强基”工程，新
增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
屡创新高，全市专利数量和高价值专利比
重稳步提升，2023 年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1053件，创历史最高水平。据衢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知识产权
创造的11项指标中，衢州市有8项增幅指
标位列全省前五，其中2项第一（每万人高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每百亿GDP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3项第二（PCT国际专

利申请、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每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

另一方面，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
专项行动，引导76家企业新获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其中，龙游县被列为“浙江省
创新管理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实施首批国
家重点试点单位”，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
司等5家单位已进入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建
设准备阶段。

服务增值化
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也为了更快推动知识产权运用和科技
成果转化，衢州积极推进知识产权金融普
惠工程，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走深走
实，进一步保障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动能。

据了解，衢州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引导
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业务办理，试点“衢州椪柑”“杜泽茭白”“龙
游发糕”等地理标志商标质押融资，累计发
放贷款2.7亿元，为全市18家龙头柑橘种
植加工企业、4家杜泽茭白种植户解决了
融资难问题。2023年全市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登记金融 146.3 亿元，惠及企业 427
家，分别较上年增长750%、277.24%。

专利快速转化，也是“创运保管服”全
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高校院所是拥有专
利较多的地方，衢州积极推进专利实施许
可、转化运用、竞价拍卖，鼓励支持衢州学
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开展专利公开
许可行动，累计向全省中小微企业开放
160件专利免费实施许可，年度专利许可
备案 387 件次，占学校有效专利数量的
18.3%。

深化知识产权服务增值化改革，是为
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赋能。为此，衢州
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一类事”改革，实现政、
企、社服务资源“一站式”归集，构建国家、
省、市三级服务高频事项“一站式”集成的
增值服务体系。同时，协同跨部门“知识产
权+”业务办理顺畅便利，知识产权侵权纠
纷举报、投诉实现“一键受理”全链条保护，
市场经营主体通过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
即可办理。

以衢江区为例，在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设立知识产权服务专窗，提供知识产权创
造、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知识产
权保护四个板块12项增值化服务，为企业

提供全链条的知识产权服务，取得了明显
成效。2023年，全区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额
超 30 亿元，同比增长 550%，兑现知识产
权惠企政策奖励251万余元，惠及企业59
家。

以知识产权赋能
地理标志助力共富

除了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作为具有深
厚农业资源的衢州，正积极推进地理标志
富农专项行动。

2023 年共培育申报地理标志商标 7
件，在全国率先制定发布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主体合规指引。深入推进“常山胡
柚”“衢州椪柑”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
范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常山胡
柚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核心基
地 2000 亩、示范基地 10000 亩。“杜泽茭
白”标准质量提升和“常山胡柚”农旅产业
融合发展成功入选“2024年浙江省地理标
志富农集成改革创新试点”项目清单。

柯城区探索“农创客+知识产权”多场
景融合，以“农民画”为切口搭建浙江省农
创客知识产权联盟，着力打造“农民画+”

现代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促进专利、商标、
版权、植物新品种和地理标志等多类别知
识产权融通改革。目前联盟已吸纳成员
单位 171 家，培育农创客数量达 865 人。
同时，以农创客知识产权为纽带首创式开
展省内“柯城-余杭”山海协作和省外“柯
城-北川”知识产权合作新模式，努力探索
涉农领域“知产”持续变现创收增值。仅
2023年，单项的农民画外观设计专利助力
实现产品年销售额突破800余万元。

常山胡柚是国家级的地理标志，在推
动相关知识产权成果运用方面，常山县通
过“地理标志+精深加工”“地理标志+文旅
融合”“地理标志+电商餐饮”，使全县的胡
柚深加工比例达45%以上、鲜果收购价增
长 70%。同时，举办“胡柚牵手亚运”“赏
花问柚”等主题活动，打响“一切为了U”城
市 IP；以“订单农业+连锁经营+品牌专
卖+电商直播”的销售模式，也推动了胡柚
及柚产品销量倍增，实现农民增收。

未来，衢州将努力打造知识产权创造
最活、保护最严、生态最优的营商环境，促
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水平布局和高
效益运用，为高质量发展写下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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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无形资

产，是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也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动力。

近年来，衢州深入实施知识产

权强市战略，以知识产权全链条保

护为牵引，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运

保管服”，有效促进知识产权与现代

化产业体系、乡村高质量发展相互

融合。

衢州市柯城区-绵阳市北川县知识产权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仪式

（图片由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常山胡柚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衢江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知识产权助企服
务

衢州余东农民画衢州余东农民画

先行先试
激活海洋数据新动能

数据被称作信息时代的“新能源”，与
土地、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基础，对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
也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

舟山市以海洋产业为目标，承接省级
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积极创新海
洋数据开发利用方法，加速赋能海洋数据
要素流通。2023年，该市数据知识产权登
记107件，其中全省首批3张数据知识产
权登记证书全部“花落”舟山企业。

2023年6月8日，在舟山市市场监管
部门的倾力指导下，中船（浙江）海洋科技
有限公司完成了“海洋遥感动态监测场景
舟山市海岸线岛屿变化统计”的数据登记，
获得登记编号尾号为“001”的浙江省首张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先行先试，舟山市将“海洋大数据知
识产权制度改革”列入市委“三个一号工
程”和创新深化等多项重点任务中，成立多
部门协同的工作专班，构建部门主导、市县
协同、机构指导的服务机制，并建立了分类
分级、动态跟踪管理的数据知识产权梯度
培育库。工作专班驻企蹲点指导梳理数
据算法规则、运用场景与价值，从第一份存
证、第一件登记到第一笔保险、第一单质
押，全程跟踪指导，提炼总结数据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的规律。同时通过常态化向
上对接，大大缩短数据登记办理时限。成
立全国首家海洋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联
盟，发布首批数据知识产权共享清单；市场
监管、法院、检察院共同签订《海洋大数据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合作备忘录》，建立数据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

深化数据知识产权改革，激发企业数
据创新活力。舟山市建立“政府引导、中介
协作、银企双赢”的知识产权融资机制，推
出数据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引导杭州银行
为 4 家数据企业授信 1.033 亿元；中国人
保、太平洋保险等公司为9家数据企业提
供风险保障金额近120万元。

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舟山经
验”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省市场监管局
的高度肯定，在全国和全省数据知识产权
现场会上交流推广；改革案例入选首批知
识产权强省建设典型案例。

乘势而上
擦亮地理标志“金名片”

地理标志一直以来都是彰显舟山特
色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经过十几年的培育，
舟山已有地理标志28件。通过实施地理
标志富农集成改革，舟山将地理标志与“一
条鱼”全产业链发展相融合，有效提升地理

标志产品附加值。2023年,全市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使用主体达到305家次，惠及农
户2674家次。

“舟山带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于
2009年注册，开创了我国海水产品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注册的先河。多年来，“舟山带
鱼”地理标志商标在市场及相关公众中已
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舟山带
鱼”地理标志与直播电商、旅游休闲、文化
餐饮、会展经济、绿色渔业等业态深度融合
发展，成为推进渔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

“新引擎”。
依托产业，精准发力。舟山针对海岛

特有的初级渔农产品、加工食品等产品，采
集其特色质量、特殊工艺、人文历史等基础
信息数据与资料，建立地理标志梯度培育
库，形成从“海上”到“农田”的全链条地理
标志品牌培育机制。日前，2023年新申请
的“皋泄香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进入初
审公告。数智赋能，溯源管理。舟山以海
岛特色GM2D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强化地
理标志海水产品溯源管理，利用“浙食链”
等数字化系统，通过赋码、扫码、用码，实现
消费者“一码可见”地理标志产品身份证
明。全市已有260家次生产经营主体纳入
溯源系统，地理标志产品溯源率达到
85.25%。

标准赋能，提升品质。加快“一标一
品一产业”布局，制定发布地理标志等农产

品地方标准5项，其中“嵊泗贻贝”地理标
志产品标准为全省首个海水产品地理标
志市级地方标准。标准的实施，有效提高
了嵊泗贻贝养殖加工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促使养殖渔户的主营收入与渔民收入同
比提高19.17%。金融赋能，助力共富。推
动行政部门、地理标志权利人、金融机构三
方协作，引导金融机构推出“地理标志助农
贷”专属产品，拓宽涉农群体融资渠道。
2023年,“登步黄金瓜”地理标志获银行授
信2亿元，成功为400多户企业和农户解
决了融资难题。

2023年，“舟山带鱼”地理标志成功捧
回首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地理标志门类
奖一等奖，并入选全国第二批地理标志促
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嵊泗贻贝”也被评
为首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地理标志门类
奖三等奖。

创新突破
提升海洋知识产权效用

舟山紧贴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和主导
产业，以服务绿色石化新材料上下游全产
业链发展为目标，成功建设落地全市首个
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绿色石化新
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联盟。联盟建立了核
心专利池和公共专利池，涵盖10件高价值
发明专利和363件相关专利，首批成员包
括了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绿色石化
龙头企业在内的48家单位。舟山还同步
推进绿色石化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立项
实施，为后期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打下
坚实基础。

浙大舟山海洋研究中心与浙江蟹曾
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向该公司转让

“可获取清洁海水的自清洗过滤装置”“一
种废水生化处理装置”2 项实用新型专
利。依托该专利技术，浙江蟹曾鲜科技有
限公司在浙台经贸合作区核心区块建成
了鲜活帝王蟹暂养交易集散基地。采用
该专利构建的帝王蟹循环水养殖设施和
技术，帝王蟹成活率达到 98%以上，产值
达1亿元以上。

这是高校院所专利转化的一个缩
影。浙江海洋大学、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
等高校院所积极参与专利公开实施工作，
2023年免费开放专利许可254件，比上年
增长近五倍。

知 识 产 权 质 押 融 资 取 得 新 突 破 。
2023年，舟山市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达
到 46.4 亿元、项目数达到 269 件，分别同
比增长 406.55%和 398.15%。浙江英特
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舟山市一家从事
船舶卫星通信技术开发研究的科创型企
业。该公司在浙江省知识产权区块链公
共存证平台进行数据上链存证，申请了数
据知识产权登记，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
获得杭州银行舟山分行授信1000万元。

新时代，新征程。舟山市将进一步做
好海洋知识产权这篇大文章，加快新质生
产力发展步伐，为千岛之城提供海洋知识
产权澎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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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海上来。舟山市聚焦现代海洋产业发展，对准跑道、精准施策、挖掘

特色，提升海洋知识产权工作辨识度，推动构建高质量创造、运用和保护的海

洋知识产权新格局。到 2023 年底，该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4.4

件，同比增长 9.36%，居全省第 5 位；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3.09件，同比增长21.77%。

千岛之城，厚积薄发。2023年，舟山市委、市政府首次联合印发《舟山市深

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打造知识产权强市工

作实施方案》，并提级调整全市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亲自挂帅。舟山

市知识产权工作体系高规格重塑，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内生动力持续迸发。

2023年9月14日，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现场推进会在舟山召开。2023年9月14日，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现场推进会在舟山召开。

（图片由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4.26 知识产权日宣传现场，舟山市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正在发放讲解知识产权宣传
内容。

舟山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检查地理标
志证明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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