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 26日，记者从最新发布的《2024年
度专利创造力百强企业榜单》获悉，全省百强企业综
合专利创造力指数达 116.2，较上年提高 16.2，标志
着创新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中，有效发明专利数
量 6万件，分项指数 120.9，提升 20.9分；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 2.9万件，分项指数 117.2，提升 17.2分；
近三年授权发明专利数量3.4万件，分项指数115.6，
提升15.6分；近三年PCT国际专利布局0.45万件，分
项指数111.2，提升11.2分。

据悉，该榜单是由浙江省知识产权协会根据
2024年底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和近三年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近三年PCT国
际专利布局等指标综合评定的，凸显出九大特点。

从数量结构看，2024年百强企业平均有效发明
专利数量达 598.8件，较上年增加 103.7件，增幅达
20.9%，高于全省平均增速4.7个百分点；近三年平均
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339.9件，同比增长 15.6%，高于
全省平均增速3.7个百分点；近三年PCT国际专利布
局 45.4件，同比增长 11.2%，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12.9
个百分点，占全省总申请量的三分之一；高价值发明
专利总量占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比重达 49.2%，高
出全省平均值10.5个百分点。

从中国专利奖获得情况看，14家企业荣获第二
十 五 届 中 国 专 利 奖 15 项 ，占 全 省 获 奖 总 数 的
22.4%。其中，中国外观专利金奖 2项，中国专利银
奖1项，中国专利优秀奖12项。

从行业分布看，百强企业中，互联网+、生命健
康、新材料新能源三大科创高地占98%。其中“互联
网+”领域 70家，包揽前十，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占百
强总量的 85.7%。生命健康领域异军突起，16家企
业上榜，是上一年的2.7倍，其中医药医疗企业8家，
PCT国际专利布局与发明专利授权比达61.1%（百强
榜平均 13.4%），专利国际布局意识远强于其他行
业。同时，新材料新能源领域达到 43家，较上年增
加6家。

从专利获权途径上看，78家百强榜企业通过快
保护平台实现专利全球快速布局，较去年增加 25
家，覆盖百强榜前 20强，通过快速获权通道申请发
明专利 3032件，同比增长 116.4%。其中，运用专利
快速预审通道申请企业达 71家，较上年增加 26家，
申请专利2716件，同比增长143.8%。运用专利优先
审查通道申请企业35家，较上年增加4家，申请发明
专利 316件，同比增长 10.1%。覆盖数字经济、生命
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高端制造装备、汽车及零部
件等产业领域，为企业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布局全
球市场构建快速通道。

从区域分布看，杭州、宁波两市的百强企业数量
达到69家。其中，杭州54家，宁波15家。杭甬两地
包揽百强榜前15强，技术创新空间集聚优势仍然十
分明显。嘉兴、湖州、台州上榜企业进步明显，从12
家增加至 21家，分别为台州 8家、嘉兴 7家、湖州 6
家。从区县分布看，主要集聚于滨江区（23家）、西湖

区（8家）、余杭区（7家）、余姚市（5家），天台县成为
山区海岛25县唯一有企业上榜的地区。

从运用效益看，百强榜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有融资
活动的占比达到91%，较上年增加7家。其中，直接
上市融资的40家，上市关联企业37家，ABCDE轮融
资10家，百强榜企业市场融资活跃度不断提高。

从专利创造能力看，百强榜有融资行为企业，其
有效发明专利数量、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近三年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PCT国际专利布局为非融资企
业的2倍，反映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亲睐和追逐。

从企业类型来看，百强榜企业中，民营企业超过
半数席位，占据 58席，依然是百强榜主角。国有企
业 17家，较上年增加 10家，表现抢眼。中外合资企
业 6家，外商投资企业 12家，港澳台投资企业 7家，
三者较上年增加4家。

从数量上看，百强榜单中，制造业企业占据 77
家，较去年增加9家，仍然占统治地位。

从专利数量上看，单项冠军企业优势明显，户均
有效发明专利数量（795件）和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
（487件）分别为百强企业平均值的1.33倍和1.65倍。

从国际化程度看，百强企业中有进出口实绩的
共85家，较上一年增加6家，其平均PCT国际专利布
局44.5件，同比增长8.9%，户均有效发明专利数量、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近三年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高于非进出口企业，分别达到621件、304件、343件，
高于百强榜平均值。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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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浙江专利创造力百强企业榜单发布

超九成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有融资活动
本报讯 4月 26日~27日，由中国

林学会主办，中国林学会林业计算机
应用分会和浙江农林大学共同承办
的第六届中国智慧林业大会（CS⁃
FC2025）在杭州市临安区举行。500
多名来自全国各类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相关企业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和研究生参加大会。

智慧林业是推动林业高质量发
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路
径。本次大会围绕“数智林草，慧聚
浙里”的主题，集主旨报告、特邀报
告、专题论坛、海报展示、成果展览等
于一体，旨在全方位展现林草信息化
建设成效，集聚各方力量，加强智慧
林业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我国
林草信息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和发
展，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与林草行业的深度交叉融合，赋能林
草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全方位高质
量推进林业智慧化发展。

大会设 1 个主会场和林草遥感
与智能监测、森林经营与智能决策、
气候智慧林业与智慧生态、林木表
型与智慧培育、林草感知与智能装
备、灾害监测与智慧保护、智慧林业
企业家论坛等 9 个分会场。其中，
主会场分别作了 2 个主旨报告和 4
个专题报告，各分会场分别作了特
邀报告 44个、专题报告 41个和研究
生报告 55个。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认
为，智慧农林业是现代信息技术、工
业装备技术与现代农林业生物技术
深度融合的全新生产经营方式。我
国农林业通过自身特性推动人工智
能广泛应用，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北
斗导航精密播种、高分辨率遥感等技
术显著提升作业效率与精准度。未
来，我国农林业将呈现绿色、现代、智
慧三大基本特征，并从五个方面发
力：加强 AI农林业研究应用，培育相
关产业，突破关键技术；统筹推进智
慧农林业与数字乡村建设；大力发展
丘陵山区机械化，推进农田宜机化改
造；构建农林产品智慧供应链，实现
全流程数据管控；发展农林业数字创
意产业，优化农林业功能结构，全面
推动农林业现代化转型 。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沈
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朱教君表示，
要深刻认识到双碳目标是我国引领
新一代产业升级与能源革命的时代
契机。聚焦能源供应端与消费端的
产业革新，要深入推动钢铁、冶金、建
材、化工、交通等重点行业进行低碳/
无碳技术转型，强调信息化赋能产业
新发展，争取最终摆脱对含碳资源的
依赖；聚焦人为固碳端的“兜底”保
障，要坚持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
案，大力发展生物—生态固碳路径，
由碳基产业向炭基产业转变，构建生
态系统“持久碳汇”。

会议期间举行了林草行业大模型——林龙大模型
的发布仪式。目前，林龙大模型已在“三北”工程示范
区、国家公园、国有林场等投入应用，将为智慧林草全行
业垂直领域的科研、应用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该
大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在智慧林草研究和应用领域
迈出了关键一步，为林草高质量发展装上了人工智能的
普惠引擎，将显著提升林业信息化管理水平。

大会还举行了高价值专利转让签约仪式，发布了智
慧林草产业发展倡议书。

会议期间举办了智慧林业企业家论坛。不少企业
负责人表示，通过与高校的深度合作，企业将进一步加
快新一代智能监测系统的研发进程，为智慧林业发展提
供更优质的技术解决方案。

大会主席、浙江农林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冯海林
教授表示，近年来，学院一直深耕智慧林业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在林业信息化、林业信息感知与人工智能方
向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研发的软硬件产品在全国推广使
用。本次大会集中展示了我国智慧林业领域的最新科
研成果和实践经验，为行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
智慧林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将有力主推进我国林业
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 陈胜伟

本报讯 4月26—27日，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由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
分会承办，安徽科技报社、安徽科技报传媒有限公司
协办的“科学传播中国行——全国科技报社长总编
走进安徽”活动在创新之城合肥举办。80余位全国
科技报社长总编、科技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
表齐聚一堂，共话媒体创新发展、实地考察科技企
业，亲身感受安徽省在科技创新和科学传播方面的
澎湃活力和独特魅力。

安徽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艾鸿表示，科技传
播事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协同配合，此次活动为全
国科技报系统搭建了一个宝贵的交流平台。他希望
各位社长总编能够借此机会，加强沟通、分享经验、
探讨新思路，共同推动全国科技传播事业迈向新高
度，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理事长郝建新表
示，科技传播作为连接科学与社会的桥梁，在人工智
能与数字化浪潮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传
播路径、形式和影响力都在重构。全国科技报作为
科技传播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始终肩负着讲好
科技故事、弘扬科学精神、推动产创融合的时代使
命。他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重点做好三方面工
作：一是以“全覆盖”方式构建科技传播网络；二是以

“联合体”模式推动传播形态革新；三是以“科技报+”
范式服务地方发展大局。

以“新质传播，向新而行——AI赋能与多元创新
驱动提升科技传媒新质传播力”为主题的全国科技
报高质量发展论坛也在合肥同步举行。

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二级教授、科技传
播系执行主任周荣庭作题为《AI 赋能科技传媒的
融合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的主旨报告。他围绕

“AI 时代科技传媒融合发展的挑战”“产业链创新

途径”“融合发展的策略”等内容展开深度剖析，提
出了“观念”“组织”“内容”“技术”“市场”的五大
融合策略。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理事
长、科普时报总编辑刘莉，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
报分会理事、陕西锦华智能融媒体总经理马辉，中
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常务理事、中科云媒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褚波，安徽科技报社法人

兼执行董事谢越，河南省科协人才发展中心党支
部书记、河南科技报、农业科技创新总编辑雷建树
等分享了各自的成功经验。

“科创安徽”提升新质传播力等 6个安徽省“科
技传媒助力新兴产业创新融合典型案例”在现场发
布，并举行了授牌仪式。

本报记者 尤成勇 安徽科技报记者 韩如意 刘正

推进“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

浙江省电动船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本报讯 为航运浙江插上“绿色之翼”，为浙江制

造注入“强劲动能”。4月 26日，浙江省电动船舶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宣布成立，此举旨在立足浙江、服务
全国，聚焦电动船舶关键技术攻关、产业链资源整
合、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引导智能、绿色技术创新，助
力浙江船舶产业绿色智能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江海事局、中国船级社浙
江分社作为联盟指导单位受邀出席。

成立仪式上，70余家成员单位代表选举浙江省
二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联盟理事长单位，选举浙
江省船舶行业协会、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浙
江海港内河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瑞港绿能航运有限公司、杭州华是杭御船舶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佳贝思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为
副理事长单位，并通过联盟章程。

浙江省二轻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哲君表示，
省二轻集团将全力构建智能船舶及海工装备“1+1+
1+N”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好联盟理事长单位的纽带
作用，切实做好“三个服务”：服务科技，推动创新发
展；服务产业，搭建协作平台；服务行业，推动合作发
展。推进“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对合作机
制。助力电动船舶产业实现市场化、规模化、绿色
化、智能化转型，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贯彻落实

《高水平建设航运浙江实施意见》，为浙江省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所所长赵

立龙博士、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产品处处长吴寅松
先后从专业角度分析当前电动船舶市场形势及产业
发展趋势、典型案例，并提出协同发展建议。

当前，全球范围都在积极寻求绿色低碳的发展
路径。电动船舶以其环保、节能等特点，正成为航运
业转型升级、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2024年全球电动船市场规模已突破 120亿美元，中
国内河电动货船、景区电动游船、港口作业船三大场
景渗透率年均增长超 30%。2023年，为守护清水东
流，13省市发布“电化长江”倡议；2024年以来，国务
院、多部委连续印发“以旧换新”政策，包括大力支持
新能源动力船舶发展；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
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林上军

见A2版
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为“会创造的人”

图为全国科技报社长总编在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