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 （浙江
省知识产权局）获悉，2020年全省聚焦人才强省和
创新强省首位战略，加快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围绕知识产权数量多起来、结构优起来、运用
活起来、形象树起来的总体目标，专利创造、运用
和布局迎来了新局面。专利发展指标全线翻红，关
键指标实现量质齐升。全省全年专利申请 53.1 万
件，专利授权 39.2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21.7%、
37.3%。至2020年底，全省发明专利有效量累计达
19.9万件，同比增长24.3%，其中2020年发明专利
授权 5.0 万件，同比增长 46.9%，居全国第三位。
PCT国际专利申请4307件，同比增长70.6%，增速
连续四年全国第一。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34.1 件，
同比增长21.8%，居全国第四位。

全年数据显示，全省专利申请于 2 月份触底
后，迎来大幅反弹。至一季度末已恢复至上年同期
水平；至二季度末，省内产生专利活动的企业数和
月专利申请量均达到相对高位，分别为 2.9 万家和
16.7 万件，较去年同期上涨 20.4%和 20.1%；至四
季末，达到全年高位，活跃企业和专利申请量达
5.2 万 家 和 39.3 万 件 ，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22.3% 和

25.5%。
从历年增量和增幅来看，全省专利授权量保持

年均约 15.4%幅度增长，年均新增授权专利约 3.1
万件，而 2020 全年新增授权专利 10.7 万件，同比
增长约37.3%，数量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授权专
利数量和增幅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从专利质量来看，2020 年授权比例 （授权量/
申请量） 为 73.8%，同比增加 8.3 个百分点，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比例同比增加 9.5 个百分点。据业内
人士分析，在国家授权政策收紧的情形下，浙江省
专利申请授权率逆势上扬，说明专利申请尤其是发
明专利申请质量明显改善，高质量技术创新进一步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20年，浙江省创新主体共提交PCT国际专利
申请 4307 件，跻身全国第四位；全年 PCT 申请增
速 70.6%，连续 4 年居全国第一位。从领域分布来
看，申请主要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33.9%）、生
命健康 （19.2%）、高端装备制造 （11.4%） 三个领
域，申请量分别为1459件、827件、489件。

2020 年，全省通过“快速预审”“优先审查”
绿色通道加快审查的高价值专利 8115 件，同比增

长 209.7%，其中发明专利 7856 件，占比 96.8%。
经快速预审通道和优先审查通道的专利申请分别为
3027 件、5088 件，同比分别增长 12.7 倍和 1.1 倍。
从领域分布来看，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最
多，合计4173件，占比51.4%。从授权周期看，经
过快速预审绿色通道的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由
20 个月缩短为平均 74 天；从授权率看，已审结的
1544件专利中，授权1146件，授权率达74.2%，高
出平均授权率约 30 个百分点，通过绿色通道提交
的专利申请质量明显提升，有力支撑了浙江高质量
技术创新和三大科创高地的专利布局。

据统计，2020年全年浙江省权利发生转移的专
利 6.3 万件，同比增长 34.9%，位居全国第三。出
让的专利中，进行交易登记的专利 2281 件，交易
金额近 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 119%、118%；用
于质押融资的专利 4722 件，同比增长约 65%，质
押金额401.1亿元，同比增长约132%；许可他人实
施的专利新增1467件，同比增长约196%，累计达
2.5 万件，数据表明浙江省专利运营活跃度明显提
升、运用效益进一步显现。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沈雁

曹娥江科创走廊是绍兴市上虞区科技创新
廊、人才集聚廊和产业加速廊，总面积近200平
方公里，核心建设区约10平方公里，承载着赋
能上虞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曹娥江科创走廊是
“联甬接沪"的桥头堡，产业创新的重要承载地；
在大湾区战略中，曹娥江科创走廊是杭州湾南翼
高端智造基地；在绍兴“一区两廊”战略中，曹娥
江科创走廊是绍兴科创大走廊的东部起点。

中国计量大学上虞高等研究院依托中国计量大
学学科优势，以服务上虞产业发展为目标，重点围绕
高端智能电气、检测与计量、质量管理与知识产权等
方面的研究，积极为绍兴市上虞区“创新强区、品质名
城”建设贡献力量。自建院以来，研究院开展自主研
发项目15项，申请专利183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3
项，建设计量校准实验室1个。研究院建有浙江省级
众创空间，现面向社会广泛寻求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项目孵化、技术培训、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的合作。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江西路上虞
科技园A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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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575-89285058

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凤凰科创
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IPO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创新中心

世包国际凤凰科创IPO 创新中心位于杭
州钱江新城核心区市民街99 号世包国际中心，
是一个集凤凰智能研究院、时尚产业联盟、众创
空间、孵化器、邻里关系为一体的产业商圈。

项目建筑面积12 万余平方米，按照统一布
局和建设的原则，共建建设省级科技孵化器、省
级创投孵化器、共享办公众创空间、2.5 次元
VR 直播商城、国际组织资源交流中心、独角兽
孵化器、国际企业总部、国际领袖俱乐部。

中心将充分发挥集群式创新的优势，形成产
学研创新集群：包括企业孵化器群、技术研发机
构群、高校科技产业群、教育培训机构群、中介服
务机构群和配套服务机构群。形成集创业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VR 商城、IPO 创新中心为一体
的产业格局。凤凰IPO 创新中心提升科技产业
贡献、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引领地方经济快速发
展。欢迎全省科技企业进驻！

合作方式：办公空间出售出租、商铺经营权
出售或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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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科技力量 成就金融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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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碳减排纳入额度测算、利率定价等授信管理流程

湖州零碳建筑贷助力碳中和行动

本报讯 为响应“30·60”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湖州以获批全国唯一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同
发展试点城市为契机，创新绿色建筑金融支持工
具，创新开发零碳建筑贷，助推浙江省首个近零碳
建筑项目顺利落地。

该项目坐落在湖州市吴兴区的余不谷国际度假
小镇，获评近零能耗建筑与“二星级绿色建筑项
目”双认定。余不谷国际度假小镇是全球最大的被
动式绿色建筑集群，90%以上的建筑是被动式节能
建筑，植被绿化率高达95%。为支持该近零碳建筑

项目，吴兴农商银行创新开发绿色建筑贷款模式，
将碳减排纳入额度测算、利率定价等授信管理流
程，贷款利率相比优惠100个BP，以鼓励绿色建筑
技术、绿色建筑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发展。

该项目通过超低能耗的被动式建筑技术、高效
智能化的能效管理系统、可再生能源和保温材料的
集成利用，实现了超低能耗和近零排放，建筑综合
节能率超过60%，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过45%，单
位面积碳排放减少92%。与此同时，该项目还是绿
色建材和绿色施工的典型，项目公共区域土建与装
修一体化，多功能厅、餐厅和会议区可重复使用隔
断（墙）比例接近60%。

作为被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准
的全国唯一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同试点城市，湖

州从绿色建筑供给端、消费端、产业端同时发力，
率先出台了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 16 条政策措施，
有力地推动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良好互动。2020年
湖州全市新建建筑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达到 100%，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占比达29.6%，接近浙江省
定目标的 3 倍；全年共完成既有公共建筑改造 15.2
万平方米，经第三方测评，改造后项目年节能为
238.42吨标煤，综合节能率达20.15%。

该项目所在地吴兴区是湖州市的主城区，该区始
终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首位区为使命担当，坚
持绿色金融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的持续探索，《吴
兴区以建设“全国首个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同发展
试点”为抓手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获评浙江省

“争先创优”行动“最佳实践”案例。 周建巨

2 月 27 日，在湖州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报
到处，一台名为“小豹”的新型智能机器人成为
今年新晋的“两会服务人员”。该智能机器人
集信息咨询、语音交互和智能引导讲解于一
体，为参会委员们提供智能问询服务。

据悉，这台“小豹”智能接待服务机器人由
入驻于湖州科技创业园创业企业浙江猎豹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融合“AI+硬件+软件+服务”
理念设计研发。该公司共设计研发出智能接
待服务机器人、智能递送服务机器人、智能送
餐服务机器人和智能家庭服务机器等七大类
产品，目前产品已在浙江省科技馆、湖州市市
民服务中心和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等地投入服
务应用。 马超奇

智能机器人
服务地方“两会”

数量多了，结构优了，运用活了，专利发展指标全线翻红

浙江发明专利有效量近20万件

打通科技成果“1到N”应用转化服务链条

温州牵手北京中关村
本报讯 3月1日，温州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中

试服务平台签约仪式在温州举行。会上，温州市科
学技术局、温州市鹿城区政府和北京中关村硬创空
间科技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温州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服务平台”项目，
这将推动温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迈入新的阶
段，助力温州科创高地建设。

今年是温州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打造
科创高地的起步之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既是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科技与

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对于推进温州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打造创新发展新引擎，具有重要意
义。据温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温州中关
村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服务平台”项目的建立是为了
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通科技成果“1
到N”应用转化服务链条，整合优势资源，为新一
代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相关产业提供科技服务。
同时，聚焦“抢占高地、需求牵引、生态为基、改
革赋能、整体智治”建好用好科技服务平台，提升
平台的引领力、爆发力、创造力、支撑力、协作

力，加快补齐温州科技成果中试转化的短板。
据介绍，“温州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服务

平台”项目将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相
关产业，搭建以加速企业中试服务为抓手、智能硬
件研发中心为核心的服务链条，推动新一代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在温州市加速
转化落地，形成具备覆盖温州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全域一流的科技服务生态，导入产业上下游资
源，并建立与“中关村”相关资源对接的服务通道
和资源通道。 本报记者 徐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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