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记者 王艳琦 本版图片由市市场监督局提供

深度
www.hz66.com

A052025年4月2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俞旦骅 版式设计：施闳

知识产权如灯塔，既守护创新火种的港湾，又照亮产业升级的航道——在湖州，这座灯塔正以制度之光、服务之暖、

保护之力，将“专利刻度”锻造成高质量发展的“新质坐标”。

2024年，湖州知识产权工作交出亮眼成绩单，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知识产权强县建设全覆盖的设区市。全市有效发

明专利21579件，同比增长11.6%；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7.01件，连续四年稳居全省第二位，同比增长

26.4%，创历史新高。

连日来，记者走访湖州科技企业、产业园区和相关部门，见证知识产权保护如何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解码湖州每万人27.01件高价值发明专利背后的“创新方法论”

“创新灯塔”照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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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吴兴区市场监管局、区
检察院的共同协调下，侵权人上海某
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与权利人某外商投
资有限公司就商标侵权纠纷成功达成
赔偿协议，调解金额达300万元。

针对这起案件，区市场监管部门
和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运用法

律专业优势和调解经验，围
绕侵权定性、赔偿标准
等 核 心 问 题 释 法 说
理，促成双方和解
意向，有效促进纠
纷快速解决，避免
双方进入繁琐的
诉讼程序。

这一实践印
证了湖州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的深度
进化。我市16个部

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
“一件事”协作机制，实施开展
湖州市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集成

改革专项行动，强化行政裁决与调
解、司法审判等工作衔接，建立健全调解裁
决结合、裁决诉讼对接机制，建立当事人申
请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
度。去年以来，司法审结案件764件，全市
形成行政司法协同治理新模式。

社会共治网络为创新主体注入信心。市
公安局开展“昆仑”“剑锋”等知识产权专项
保护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的犯
罪行为，侦破犯罪案件53起，刑事保护20余
个“浙商”“湖企”品牌，涉案价值1.2亿余
元；市司法局深化“千所联千会”机制，推
动律所与商会联系结对全覆盖，有效深化惠
企助企法律服务，推进“法治体检”常态
化，为3万家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将
风险防范端口前移。

司法创新的步伐持续向纵深迈进。市
检察院出台 《推进知识产权综合履职工作
的意见》，持续开展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诉
调结合”工作，帮助19家企业获赔913万
余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4件，签约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成立

“刘瑛专家团队”工作室，发布《企业商业
秘密保护及维权指引》，构建事前预防、事
后维权到行政处理、刑事打击的全链条保
护体系。

从个案突破到系统重构，湖州正将保护
力转化为创新力，这份底气，让“湖州专
利”成为长三角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打造
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湖州样板”。当维权效率
与创新投入形成正向循环，“湖州创造”的含
金量正在法治护航中持续攀升。未来，随着

“两链融合”行动的深化，湖州将继续以高
价值发明专利为引擎，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

吴兴区织里一家童装企业通过吴兴

（童装和丝绸）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及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协调，日前成功制

止一起省外专利侵权行为。

去年12月，该童装企业向吴兴快维

中心提交校服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预

审团队指导材料撰写并完成检索，仅6

天便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但在上

月，企业发现市场侵权仿品后，通过童

装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启动维权。快维中

心协助制定方案，企业向当地监管部门

投诉并申请专利权评价报告。

快维机制“快速授权+高效维权”

的双重优势，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

了示范。侵权方收到法律文件后48小时

内下架产品，随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出

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进一步确认专利稳

定性，认定“全部外观设计未发现存在

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缺陷”。

除了侵权纠纷，在童装产业集聚的

吴兴区，小微主体还常面临研发设计能

力薄弱、专利获取成本高等现实困境。

当地针对这一痛点，在“吴兴知产一点

通”数字化平台打造“码上许可”模

块，将专利检索、许可申请、合同签订

等流程数字化，便于小微企业主在手机

上即可完成操作。一家织里童装企业负

责人表示：“过去为获得一个设计专利要

跑科研院所，现在就像网购一样便捷。”

如今，我市正通过差异化制度设

计，构建起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强县全覆

盖的协同网络，形成了从专利创造到产

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这一创新模式在童

装、电梯、家居、新能源等特色产业领

域取得显著成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南浔区依托覆盖88个国家、27

万项专利数据的智能电梯全产业链数据

库，集成专利检索、侵权预警等功能，

帮助企业规避产能过剩等行业风险；

安吉县建立全国首个绿色知识产权推广

中心，开展绿色家居技术专利导航等服

务，开通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绿色通

道”；长兴县的新能源产业知识产权联

盟则通过专利交叉许可和共享机制，破

解技术壁垒……

从县域差异化探索到全域协同创

新，湖州让“专利护航”从政策文件转

化为生产线上的技术壁垒突破，让每项

高价值专利背后的创新故事，成为驱动

“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2024年数

据显示，湖州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突

破93%，新增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72

件，增速达89%，居全省首位。

县域联动破壁垒

湖州市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湖州市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

执法人员走访商户执法人员走访商户湖州市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中心湖州市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中心

全市首个知识
产权AI智能问
答机器人“小
知”亮相

工作人员走访企业指导数据知识产权工作

“小知，小知”“你好，我在”。

日前，在湖州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

活动现场，人形机器人“小知”的亮相

引发关注。当询问“湖州高价值发明专

利增长情况”时，它迅速作出应答：

“截至2024年底，全市有效发

明专利 21579 件，其中

高价值发明专利9288

件，比2023年度增

加了1939件。”

机器人“小

知”的投入使

用，标志着湖

州服务能级的

再升级。作为

全市首个知识产

权AI智能问答系

统，“小知”深度接

入专利数据库与人工

智能，为企业提供法律

风险预警、专利布局分析等咨

询，成为湖州服务创新的生动注脚。

当前，知识产权服务正从传统的审

批管理转向全链条赋能，推动“知产”

与“资产”的深度耦合。在德清地理信

息小镇，魔芯（湖州）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自研的三维AI算法和 3D打印机结

合，开发了行业领先的消费级3D打印

软、硬件产品，已交付了20多个国家和

地区。而这些在算法研发和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海量数据，已被公司申请了数据

知识产权登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演进，数

据知识产权的登记，不仅为企业的核心

技术构筑起保护网，还可以通过融资等

转化方式，把无形的数据变为看得见的

知识产权，实现数据的价值转化。去

年，全市专利转让许可累计达1.1万件

次，新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突破240.3

亿元，惠及企业707家次；知识产权保

险投保企业新增151家，并实现首单赔

款落地。

德清县市场监管局介绍，企业每成

功登记1项数据知识产权，政府直接发

放补助资金1000元，“魔芯科技”去年

凭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就拿到了2万元

的知识产权专项补助资金，为企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新动能。

不仅如此，我市还建成“线上+线

下”一体化服务体系，区县“一站式”

公共服务平台全覆盖。以“湖知慧”品

牌为依托，邀请专家专题授课，共服务

企业超2000家次，累计培

养企业知识产权实务

人员 2500 余人次。

新获批省级信息公

共 服 务 网 点 2

家，湖州师范学

院获批国家级

知识产权信息

公 共 服 务 网

点。去年，湖州

市知识产权产业

园 共 接 待 咨 询

4100余人次，受理

量超5000余件。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浪潮，我市聚焦人工智能等未

来产业实施战略导航，系统梳理算法应

用、硬件制造等领域发展路径。通过健

全培育机制，择优遴选29家人工智能企

业纳入“金种子”计划。其中，诺力装

备的无人驾驶工业车辆系统成功入选省

级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展现创新主体

活力。

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

具体实践，正在重塑区域创新生态，为

成果转化装上新引擎。

数据驱动汇活水

长兴县发布专利导航成果

长兴县首届长兴县首届““十佳知识十佳知识
产权总监产权总监（（专员专员））””现场现场
评选活动评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