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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科研机构，可以通过优化科研工作体系，例如，完

善科研人员评价体系，提升成果转化在考评体系中的比

重，增加研发前的校企对接和市场调研，推进职务发明

事前披露制度等方式，打造多层次的高价值知识产权产

学研创新主体，还可尝试建设一批开放型科技成果和标

准必要专利转化平台。

二是加大高价值专利攻关力度。借鉴江苏、上海等

地发展经验，聚焦全省20个重点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

链，择优支持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建设，推动企业、

高校院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深度合作，建立完善产、

学、研、服多方合作培育高价值专利的长效工作机制，形

成符合产业特点和创新规律的高价值专利培育模式，瞄准

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支持在前沿基础领域加强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产出一批自主可控的高价值专利。

2、构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深 入 实 施 中 小 企 业 知 识 产 权 战 略 推 进 工 程 。 借 鉴

上海市企业服务云等发展模式，整合全省知识产权扶持

政策及服务信息和产品，依托知识产权维权服务站，面

向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咨询、维权援助及培训研讨等

公益服务。围绕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业务模式创新，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增信增贷的作

用，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

搭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借鉴浙江义乌等地经

验，加快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建设，大力引育国

家级、省级知识产权服务资源，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开展

专 利 检 索 分 析 、 专 利 导 航 、 侵 权 分 析 / F T O 调 查 、 稳 定

性分析等工作，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知

识产权保护和服务，助推优势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

益、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两个转变”。

3、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效力

一是健全联动保护机制。建立跨部门知识产权相关

案件处理规程，健全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部门对涉嫌犯

罪的知识产权案件查办工作衔接机制，建立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与执法工作衔接机制，建立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司法

部门协同保护。借鉴山东、北京等地经验，并总结推广佛

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山“古镇模式”等经验，加快完

善知识产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构建司法调解、行政调

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四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二是打造知识产权全过程数字化监管链条。借鉴浙

江省、上海市数字化改革标准化体系建设等做法，依托

“数字广东”建设成果和省加快数字化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全省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标准化

体系建设工作，完善与知识产权监管相关的公共数据资

源共享目录、接口标准及交换体系，形成知识产权全过

程、可追溯、透明化的信息和数据。依托中国（广东）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争取国家专利复审事权等事权下放。

4、优化专业人才发展环境，打造知识产权人才高地

一是做好高层次人才发展工作。借鉴江苏、上海等

地发展经验，探索建设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整合国内外

优质知识产权教育资源，通过合作办学等形式，大力培

养国际化知识产权人才，加强高校知识产权学科专业建

设；打造一批省级以上知识产权培训基地，推进高级知

识产权师和正高级知识产权师评审工作，做好国家和省

知识产权专家、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遴选工作，完善

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体系。

二是优化专业人才市场化发展模式。完善知识产权

师、专利信息检索、行政执法等应用型专业人才继续教

育体系，优化以岗位要求为基础、以能力业绩为导向的

知识产权人才评价机制，完善专业职称评审机制，形成

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专业职称体

系，壮大专利代理师、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人员、企业

高管、知识产权师等各类专业人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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