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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福建云众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内，
一批新生产的锂离子电池组

正在自动化包装生产线上装箱。不
久后，它们将搭乘货轮启程发往欧洲。如
今，该公司95%的产品都销往海外。

云众动力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技术
应用的科技型企业，专利研发是它创新发
展的核心动力源。在企业负责人黄少斌看

来，中国企业面向海外市场时，稍不
留神就可能遭遇“专利刺客”，惹上国
际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贯标+专
利导航”却能帮助企业不打无准备之
仗。

“知识产权贯标”推动企业贯彻
执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

标准，系统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专利导航”基于公开的专利信息，明晰产
品在创新链中的位置，指明研发方向，犹
如给企业安装上创新发展的GPS。

“这让我们能更科学地谋划、少走弯
路，提高创新效率。”黄少斌认为，比如，电
池最怕发热，阻燃材料很重要，专利导航能
帮助企业省去大范围寻找的麻烦，也避免
了与其他专利“碰撞”。截至目前，全市累
计305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贯标认证，202
家企业开展了专利导航分析评议工作。

去年，专利导航还装到了福州战略性
新兴产业上。不仅聚焦单个专利，福州还
将导航延伸扩展至机械装备产业和电子信
息产业。放眼全球、全国市场，凭借专利大
数据，绘制出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

画像”，为产业创新升级指明方向。
“产业专利导航能分析出产业发展中的

技术优势和劣势，对主要产品进行侵权风险
排查，能给予不同等级的产品赋码警示。”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专利导航让更多企业在浩如烟海
的专利技术中，找到产业发展中的新航道。

创新时代里，专利是企业的无形财产，
那么该如何给这一特殊财产上好“安全
锁”？福州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专利保险
试点城市，全市有 550多家企业投保专利
保险，保险保障金额超 6500万元，投保企
业数、投保专利数、保险保障金额均位居全
省首位、全国前列。

全省首创专利标准融合发展工作，首
期推动20家龙头企业落地试点；去年上半
年，我市24家企业共获得专利权质押贷款
额度 13.64 亿元；打造省市县三级共建的

“知创福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设立
多个知识产权服务分平台和工作站，实现
省市县知识产权服务纵向联动……知识产
权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之举，护航福州有效
发明专利13年领跑之路。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全市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大会上获悉，至
2023年11月底，福州有效发明专利达2.9万
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连续 13年位居全
省第一。我市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1546件，知识产权创造“量”与“质”齐头并
进，领跑优势明显。

近年来，福州市知识产权工作成效明
显。福州市知识产权指标入选 2020 年度
中国营商环境全国标杆，并连续 3 年入选
全省营商环境监测标杆；福州市于 2022年
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
市，2023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示范区。

在福州，“知产”如何变“资产”
本报记者 沐方婷

福州企业专利转化动力足，高校里“沉
睡”的专利走出象牙塔，专利导航精准指引
企业定位发展航道……作为知识产权的重
要形式之一，专利是科技创新的“命脉”所

在，也是一座城市发展实力的重要象征。近
日，记者走进企业、高校、部门，探寻福州 13
年有效发明专利在全省领跑、“知产”在闽都
变为“资产”的奥秘。

“别看我们是电力企业，但是专利发明
可不是只有电力类。”站在企业七大类 30多
种自主孵化的专利产品前，国网福建电科院
相关负责人翁孙贤说，“你看，这是用于植被
修复的基质材料，那是用于延长防腐涂层寿
命的复合防腐涂料……”

国网福建电科院是福州的“专利授权大
户”，几年时间，企业年专利授权总量就翻了
几倍。拥有博士学位的翁孙贤如今的工作
是管理企业数千件专利，挖掘培育出更多高
价值专利产品，将其转化为推进企业产能升
级的利器。

“仅去年转换的 45项专利成果，就为企
业带来了 1200万元的收益。”他带着记者来
到一排形态各异的智能承载小车前，这些小
车专门用来转运变电站、配电站房 10kV中
置式开关柜。据介绍，从 1.0版的传统转运
小车到 3.0版的智能承载小车，这款集结了
13项专利的拳头产品不断升级，市场销售额
已近千万元。

13年领跑路上，福州企业日益成为科技
创新主力军。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底，企业有效发明量占福州有效发明量的
57.52%。全省企业有效发明专利量前六强
中，福州就有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
企业入围。

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 2023年
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评定
结果，福州 8家企业入围示范企业，占 2023
年全省入围示范企业数的一半以上，长威信
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27家企业入围
优势企业。

作为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福
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研发
投入逐年攀升。“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再苦不
能苦创新。”该企业知识产权部经理陈希介
绍，专利研发上，企业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
跟着客户需求走，二是跟着业务战略走，专
利基本上都是高价值专利，最终都要进行产
业化生产应用，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市场效
益。

“量”领跑之际，“质”又如何？高价值专
利是重要标尺。“具备来自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维持年限超过 10年，能够实现较高质押
融资金额等特征的发明专利，才算高价值发
明专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
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据统计，截至
2023年底，福州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 11546
件，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达 61.56%，位居全省
前列。

我市有效发明专利
连续13年全省第一

“氨-氢”燃料电池是什么？在福州工
业路边的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氨燃料电池实验室内，一台台不
同型号、规格的“氨-氢”燃料电池发电装
置原型机让人眼前一亮，在这里，氨通过
分解，生成氢氮混合气，混合气体可不经
分离，直接进入燃料电池装置发电。

“倘若该设备成功实现推广应用，将
为国内10%的通信基站和数据中心提供应
急用电保证，预计每保供电一天，可节约
燃料费用约 6000万元，实现碳减排约 4万
吨。”福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院长、化肥催
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江莉龙介绍。

“氨-氢”燃料电池是福州高校专利转
化的一个缩影。智能医用临床机器人走
上气管插管手术台、柔性高分辨X射线成
像技术加速国产化步伐……13年来，福州
大学始终稳居全市科研院校年度专利授
权量榜首，如今，该校正大步实现从量的
积累到质的跨越、从“知产”到“资产”的转
变，高精尖专利转化成果密集涌现。

“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三种，其中发明专利审查更为严格、维
持年限较长，相对于其他两种专利类型，
转换起来的话，含金量也更高。”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2022年全省高校有效发
明专利量前十强高校中，福州就有6家，这
是福州持续领跑的独特优势所在。

面对高校里一度“沉睡”的专利，福州

的“唤醒”动作不断。2023年，福州市开展
专利转化专项计划项目，其中，高校科研院
所输出专利是重点奖补范围之一。截至目
前，奖补全市高校专利转换项目近1400万
元，持续激发高校科研院所专利转化动力。

光有转化动力还不够，创新链供需两
端的精准对接必不可少。凭借福州市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闽江学院副教授袁
宗胜一项“沉睡”的发明专利，在一家企业
获得成功应用，取得了 46.66万元的经济
效益。此外，他的其余 8项专利也都找到
了“婆家”，目前全部进入对接合作阶段。

“一方面，不少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利
难以被发现、被应用；另一方面，一些中小
企业难以获取所需的专利技术，供需双方
沟通渠道不畅。”福州市知识产权发展保
护中心副主任黄绍梁表示，福州市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平台就像一家超市，高校“上
架”科技成果，企业来“选购”。

借助世界知识产权日、中国知识产权
宣传周，为专利提供更多展示舞台、发挥
专利转化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专业优势，鼓
励更多专利参与竞价拍卖……一项项举
措呼唤更多高校专利早日走出象牙塔。

全省发明专利六强企业 福州占四席

争先：

注重成果转化 专利变为真金白银

唤醒：

从企业到产业 创新发展都有“导航仪”

护航：

新大陆集新大陆集
团的专利墙上团的专利墙上
挂满专利证书挂满专利证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暖摄陈暖摄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形式之一，专利
是科技创新的“命脉”所在，也是一座城市
发展实力的重要象征。至去年11 月底，
福州有效发明专利达2.9万件，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连续13年居全省第一。

在“知产”变“资产”方面，福州做了不
少有益的尝试，包括：搭建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平台，高校“上架”科技成果，企业来

“选购”；通过“知识产权贯标+专利导航”
给企业安装上创新发展的GPS，让企业更

科学地谋划、少走弯路，提高创新效率
……一系列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福州
知识产权实现“量”与“质”齐头并进。

“知产”变“资产”，是一个多赢的举
措。不过，也要看到，“知产”向“资产”的
转化，目前还存在知识产权评估难、人才
缺、配套弱等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着力完善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深化知识产权权益分配
机制改革，紧扣创新发展需求，推动形成

权界清晰、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转高效
的体制机制，促进知识产权高效运用。要
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金融机构要注重服
务创新，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提
高金融供给的适配性和高效性。要强化
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引导广
大科技型企业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强科
技攻关，形成更多高价值的专利，推动更
多“知产”变“资产”，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
际城市注入强劲动能。

推动更多“知产”变现
达达

高校专利技术高校专利技术““福建拍福建拍””首拍在福清举行首拍在福清举行，，
企业积极参与竞拍企业积极参与竞拍。（。（福清市影像中心供图福清市影像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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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网福建示范中心。本报记者 叶诚摄

工作人员在榕审查专利。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检察法律服务检察法律服务
中心为企业提中心为企业提
供咨询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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