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知惠龙江”专利转化运用推进计划（2025年）落实举措及任务分工表

序号 工作内容 落实举措 完成时限 任务分工

一、夯实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能力

1

持续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常态
化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入库工作，依
托知识产权运营机构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方式
辅助完成盘点工作。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将工作重
心由存量专利的盘点转向盘活，及时在高校和科研
机构存量专利盘活系统中的反馈转让许可交易信息
模块进行反馈登记。

深入服务高校和科研机构持续开展存量专
利盘活工作，依托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建
立批量填报专利、智能获取信息、自主在
线审核机制，提高专利盘活效率，并提供
相应咨询服务。将盘点专利数据及时纳入
东北三省一区专利转化资源库，促进专利
转化运用。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高端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海洋
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省现代农业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

2

强化提升专利质量。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牢固树立
以转化运用为目的的专利工作导向，建立健全以产
业化前景分析为核心的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严格
规制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
奖励，大幅减少并逐步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奖励，主
要通过转化收益等方式对发明人或研发团队予以奖
励，积极落实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的专利声明制
度。

为有需要的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专利
申请前评估服务，从已有技术检索、专利
价值评价、市场前景分析等方面提供评估
服务。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高端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海洋
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省现代农业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



3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面向高
校、科研院所开展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围绕
自主研发核心专利，加强专利信息分析利用和国际
专利布局，推动研发成果及时产权化，形成若干个
高价值发明专利和专利组合。引导知识产权运营机
构对接已结题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促进项
目形成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积极对接已结题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
目，利用智能匹配功能，为高价值发明专
利项目匹配省内可转化企业，提供转化对
接等服务。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高端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海洋
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省现代农业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

二、深度发掘企业知识产权需求

4

重点企业知识产权建档。面向首批专利产业化样板
企业库入库企业、国家（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拟上市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等科技型企业提供专
项知识产权服务，依托知识产权运营机构通过重点
走访、大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信息等方式，描绘企业
知识产权画像，建设“一企一档”知识产权档案，
针对性提供政策辅导、专利对接、技术指导、法律
咨询等服务，提升企业专利产业化能力。

1.依托智能工具，为首批专利产业化样板
企业库入库企业、国家（省）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等出具《企业产学研分析报告》，
展示企业知识产权情况，建设企业知识产
权档案，匹配可合作科研团队，并针对企
业情况提供政策辅导、专利对接、技术指
导、法律咨询等定制化服务。
2.通过常态化走访科技型企业，收集走访
企业科研特点、专利运用情况等信息，为
各走访企业建立知识产权档案，根据企业
情况开展政策辅导、供需对接、专利申请
和保护等定制化服务，并建立跟踪反馈机
制，提高服务效能。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科技成果和知识
产权交易平台



5

常态化走访对接。面向科技型企业征集走访对接需
求，结合“一企一档”知识产权档案，形成个性化
定制方案，组织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科研专家、投
融资专家、技术转移人才等专家团队深入企业，充
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桥梁纽带作用，帮助解决企业技
术需求和融资需求，培育推广专利密集型产品，助
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结合“一企一档”知识产权档案及企业产
学研分析报告中可合作科研团队情况，走
访100家企业，走访后形成对接台账并定期
跟踪回访。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科技成果和知识
产权交易平台

6

推进知识产权金融支持。发挥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联
合体作用，扩大联合体规模，增加知识产权金融服
务内容，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助力重点产业“知
惠龙江入企行”专项活动，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工作深入园区、企业和金融机构基层网点。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培训，为金融机构
提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报告，通过“走访-
登记-筛选”建立一个优质企业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需求名录，对接金融机构资源，实
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办理。

2025年12月底
省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交
易平台

三、强化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

7

搭建重点产业链专利专题数据库。面向我省
“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重点产业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加工整理重点产业链专利信息，将产业
专利信息按照产业领域分类，采集、存储和定期更
新产业集群全球专利信息，搭建专利专题数据库，
为重点产业链上企业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专利
数据支撑。

搭建生物、海洋工程等产业专利专题数据
库，为重点产业链上的企业、研究机构提
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专利数据支撑，助
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海洋工程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



8

构建重点产业链专利转移转化联合体。面向我省重
点产业链，以实现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共通、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为目标，引导鼓励产业链牵头的
龙头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牵头组建产业
链上下游贯通、产学研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参与的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

针对我省现代农业产业、海洋工程产业，
以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基础，联合高
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组建重点产业
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推动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确保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
等能够实时获取最新的专利信息和市场动
态，为联合体成员单位提供智能匹配、线
下对接和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海洋工程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现代
农业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

9

强化产业创新专利导航服务。依托重点产业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围绕我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开
展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实施一批满足产业共性
需求的专利导航项目，建立完善导航成果共享使用
机制，提升服务重点产业创新发展综合效能。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开展专利导
航研究工作，年度实施5项以上专利导航项
目。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高端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海洋
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省现代农业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

四、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

10

完善知识产权交易体系。升级迭代黑龙江科技成果
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线上系统，打造集评估评价、
图谱画像、科技金融、供需对接、交易撮合等功能
为一体的数智化服务平台。制定知识产权交易指
引，规范交易行为，保护各方权益，引导各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进入交易平台阳光、合规、高效开
展知识产权交易业务。打造知识产权运用宣传矩
阵，上线平台公众号、视频号等宣传载体，整合相
关资源及信息，持续性、高质量围绕知识产权工作
开展报道推广。

1.以《专利价值评估指引》为实施标准，
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开发专利估值系统，为企业知识产权交易
提供有力支撑。
2.研究制定《知识产权交易指引》，完善
交易制度及规则、优化交易流程、升级交
易平台系统、广泛聚集买卖双方资源，为
各创新主体提供保值增值、阳光合规、尽
职免责的国有平台知识产权交易支撑。
3.开发、运营“黑龙江科技成果知识产权
交易平台”公众号、视频号等宣传载体，
加大推广力度，整合各类知识产权运营平
台资源，常态化推送我省知识产权运营工
作动态。

2025年12月底
省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交
易平台



11

打造“龙江普惠专利池”转化新模式。整合省内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优质资源，构建“龙江普惠
专利池”，以“先许可，后付费”的专利开放许可
模式对存量专利盘活成果进行集中管理、运营与推
广，实现专利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针对已
达成免费许可的企业，提供专家技术服务，促进后
续转化实施。

继续对“龙江普惠专利池”进行运营维护
工作，不断扩充龙江普惠专利池内专利，
为企业与专利进行匹配，服务专利池内专
利免费实施许可工作。对已许可专利进行
后续跟踪，配合专家深入企业服务对接。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

12

普及应用东北三省一区专利转化资源库。贯彻落实
东北三省一区专利转化运用战略合作机制，打造东
北三省一区专利转化资源库（www.iptrad.com），
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可转化专
利数据与企业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分析，提供企业与
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的精准匹配。

加强三省一区专利转化资源库宣传、推广
工作。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培训的方式，
广泛推广资源库，按月度为单位对专利数
据进行采集、整理、上传、更新，更新专
利库数据，保证专利数据与国家系统内数
据保持一致，定期更新企业数据，确保信
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

五、拓宽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全链条

13

开展“知惠龙江”专利转化运用系列活动。打造“
知惠龙江”品牌，针对“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
哈大齐自主创新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城
市（县域）、重点园区等开展专利转化对接活动，
充分发挥各相关行业协会、知识产权运营机构、技
术转移转化机构等作用，开展技术验证和熟化、路
演推介、交易撮合等活动，加速推进专利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

充分运用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
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入库、重点产业知识
产权强链增效等工作成果，在全省范围内
组织开展多层次、多主题的专利转化运用
服务对接活动，年度开展20次以上专利转
化对接活动。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高端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海洋
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省现代农业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省科技成
果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14

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人才培养。面向企业、高校
和科研机构管理人员开展技术经理人培训，强化专
利转化各个环节的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引导树立
以促进专利产业化为导向的服务理念，拓展专利代
理机构服务领域，提供集成化专利转化运用解决方
案。

组织开展技术经理人培训，在传统技术经
理人课程的基础上，专门开发高校职业经
理人培训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掌握市场化
运作与法律合规知识，科研人员将能够有
效规避风险，更好地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
应用落地。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高端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海洋
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省现代农业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省科技成
果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15

发掘专利转化运用典型案例。及时总结发现专利转
化运用工作过程中，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聚焦专
利技术产业化产生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具有典
型性、引导性、可复制性，尤其是有一定突破性，
对市场有明显借鉴性的案例，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复
盘、解读和宣传推广，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机制
和经验做法。

在服务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走访对接以
及专利转化对接等活动过程中，针对重点
产业深入发掘专利转化运用典型案例，每
家知识产权运营机构每月上报一篇以上。

2025年12月底

省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省高端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省海洋
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省现代农业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省科技成
果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