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智慧经济，建设智慧江干，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
中心区。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从“西湖时代”
到“钱塘江时代”，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正迅速成为杭州
的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人
才新热土——创新创业、做大做强首选之地！

钱江新城、钱塘智慧城、丁兰智慧小镇期待您的光
临，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区科技局 0571-86974858

江干江干

江干科技局微信公众号
“江干科技”

绿谷·杭州是“十三五”期间江干区政
府重点打造的大型产业综合体，由钱塘智
慧城管委会下设的杭州九鑫投资有限公司

进行开发建设，面积约30万方，打造为杭州首个Office Park代表
作品，规划有8幢写字楼、1幢酒店和部分下沉式广场商业。

作为由政府主导的钱塘智慧城重点产业承接平台，绿谷·杭
州以“谷”为概念核心，打造东部最具代表性的研发创意中心和
科技总部基地。来自区域、交通、政府资源等9大能量源，为企业
发展构建起立体的能量矩阵。

绿谷绿谷··杭州杭州

“钱塘之星”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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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之星”创新创业
大赛火热进行中，复赛入
围名单或最新大赛资讯，
参赛者可登陆大赛官网
（www.qiantangstar.com）
以及关注“钱塘之星”微信
公众号了解。

——政府主导，30 万方创智企业能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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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三省(市)昨在杭联合发布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

江浙沪发明专利占全国总量近三成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在

杭联合召开2017年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
状况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三省（市）2016年知
识产权发展和保护状况白皮书、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典型案件以及浙江专利行政执法情况分析报告，现
场签署了《长三角三省（市）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
保护倡议书》。

据统计，2016年，全国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
授权和有效发明专利的近三成属于长三角三省
（市），分别为33.2万件、8.8万件和32.3万件。

据了解，《长三角三省（市）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倡议书》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倡导“网络
诚信”，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三地知识产权护

航电商产业发展新活力。二是建立三地间电子商务
领域知识产权执法维权协作机制，包括深化《长三角地
区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完善线上线下
联动办案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等。三是完善三
地知识产权保护快速响应新机制，发挥信息技术手段
在发现、防范与打击侵权假冒中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
调对接、仲调对接工作，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四是形成三地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新聚力，促进
三地知识产权人才等创新要素合理流动，着力构建协
同有序、优势互补、科学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邱飞章在会上介绍，
2016年既是“十三五”浙江知识产权规划年，又是强
省建设启动年和推进年。统计数据显示，在专利方

面，2016年浙江省专利申请总量为39.3万件，比上年
同期增长27.95%；专利授权总量为22.1万件，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量为 9.33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2.66 万
件，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7.8%和13.84%，居全国第
四位。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显
现，2016年，全省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专利总量的
比重不断提升，较上年度增加5.6个百分点。

此外，浙江还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新模式，深
入开展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全国唯一
的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协作调度中心在浙江
设立，对更好地推动建立快捷、高效、协同的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何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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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科技企业融资成本与门槛

浙江省科技厅建行共建创业创新联盟
本报讯 4 月 11 日，浙江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

局）与建行浙江省分行签署创业创新大联盟合作协
议，进一步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中国建设银
行、紫金众创小镇“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也正
式揭牌成立。

签约仪式上，浙江省科技厅与建行浙江省分行，
建行各分支机构与各创投机构、高新园区和企业分
别进行了签约，初步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
投入为主体，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股权融资与债权
融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有机结合的科技投融资
体系，搭建了科技金融合作平台，有利于优选优育科
技企业资源，提升区域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

浙江省科技厅厅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周国辉
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开展创业创新大联盟合作，能够
缓解技术和资本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实现科技
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为加快创新型省份和
科技强省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引导金融资源向实体
经济特别是科技领域配置，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
持力度，降低科技企业融资成本和门槛，能够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通过
整合科技、金融、企业、技术等各类创新资源，加快形成
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平台和环境。

周国辉说，省科技厅将引导、鼓励各地科技主管

部门和国家高新区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风
险补偿资金等与建行浙江省分行共同组建风险补偿
资金，为科技型企业贷款提供风险补偿，共同加快创
新券工作的推广，推进科技型企业投贷联动业务，推
进科技成果创新和推广应用。

据悉，省科技厅（知识产权局）将重点与建行浙
江省分行开展六个方面的合作：推动国家新兴产业
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支持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落地；推进科技创
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加强科技金融领域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

本报记者 何飘飘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师生日前在临安
市东湖设置生态浮床，并在浮床里种植具有净化
水质能力的水生植物，探索用高校生态科技助力

“五水共治”和剿灭劣Ⅴ类水。
据介绍，在水上生态浮床栽种水生植物改善

水质，是浙江农林大学曹玉成博士带领学生研究
探索的“水生植物-吸附基质-高效微生物协同净
化生态床技术”，集成了现行生态浮床和人工湿地
技术，同时引入轻质吸附型基质，促进植物生长及
其根系激发效应，并形成高底物浓度、高微生物量
以及高微生物活性的微处理环境，从而加速对污
染物的转化和转移，从而起到以生态方式处理水
污染，改善水环境的目的。 陈胜伟

高校治水有新招——
生态浮床 栽培植物

浙江科技创新券2.0版年内将发布
中小企业、创业者、种养大户凭营业执照、身份证就可申领

本报讯 手持创新券，就能像逛“淘宝”一样，
“淘”到自己所需要的科研仪器或者科研机构，并享
受到一定的补贴政策。两年前浙江省科技厅推出的
这项举措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记者日前从省科技厅
了解到，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全省累计发放创新券
7.20亿元，使用额达到3.95亿元，兑付额达到2.44亿
元，累计1250家载体为10038家企业、创业者提供各
类服务32568次。

针对创新券使用中存在的“支持范围较窄、流程较
复杂、兑换周期较长”等问题，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修
订《关于推广应用创新券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若干意见（试行）》，并准备于今年年内正式施行。

据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创新券支持范
围较窄这一问题，修订版将把省奖补政策支持范围从

检验检测、合作研发、委托开发、研发设 计等拓展到技
术开发（合作开发、委托开发等）、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科技评估、技术查新等）、技术服务（测试分析、产品设
计、技术培 训、知识产权服务）等技术创新活动。鼓励
各市县支持范围覆盖创新全过程。只要有创新需求
的中小企业、创业者、种养大户都可以申领使用创新
券。同时，申请使用过程由原先四个环节优化为两个
环节，企业凭营业执照、创业者凭身份证完成用户注
册，即可领取一定额度创新券；凭技术合同、发票、服务
结果凭证（如查新报告、检验检测报告）等关键证明材
料，即可申请兑付。原则上“先领先得，见票即兑”。创
新券有效期为3个月，过期收回，1个月兑付1次。

修订版将鼓励全省各市县创新券实行通用通
兑，支持企业使用创新券到全省各级各类创新载体

寻求技术服务，各级各类创新载体经当地科技部门
注册审核后，也可以在全省提供服务。除了省内资
源，还鼓励各级各类载体接收外省市创新券，支持省
内企业使用创新券支付外省各类技术创新服务费
用。此外，还鼓励县市实行普惠性财政科技经费支
持方式，力争到2020年，年度安排创新券经费占财政
科技经费比例不低于1/3。创新券发放额、使用额、
兑付比率（兑付额度/发放额度）和兑付效率纳入市县
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考核、科技系统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评选重要内容和省财政奖补助的主要
依据。各单位在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的前提下统
筹安排，可以根据内部绩效管理办法奖励给一线科
技人员，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
管理。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金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