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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徐州市高价值专利培育 

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领域与重点 

项目支持的技术领域属于《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苏政办

发〔2020〕82 号）中明确的 50 条重点产业链（对应十四个先进

制造业集群）以及《江苏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苏政办发〔2016〕137 号）中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支持工程机械与智能装备、新能源、集成电路与 ICT、生物

医药与大健康、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我市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优先支持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 

二、申报主体 

徐州市行政辖区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高校或

科研院所（包括市内高校、科研院所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验

室及技术中心），联合国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组建高价值专利培

育中心，共同申报市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 

三、申报条件 

重点考察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较好的创新基础。企业有效专利（不包括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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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量不少于 80 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10 件；高校、

科研院所相关技术领域有效专利（不包括外观设计专利）数量不

少于 80 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20 件；（进入国家阶段的

PCT 专利申请可按 1:2 抵算有效发明专利数；所有专利的第一专

利权人应是项目牵头申报单位） 

2. 具有良好的经营状况及资信。企业 2020 年度利税总额原

则上不低于 800 万元。对属于全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龙头企业（行业前 3 名），可不受利税总额限制； 

3. 具有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实

验室及技术中心）应具有相似或相关的技术领域，已形成产学研

协同创新组织体系； 

4. 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有稳定的知识产权管理

团队，1 名（含）以上人员经过知识产权工程师培训并取得合格

证书；优先支持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实施企业知识产

权战略推进计划的企业； 

5.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具有较高的高价值专利培育服务能

力，专利代理、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从业人员不少于 15 人，

其中，与申报技术领域相关的专利代理人和专利信息检索分析人

员不少于 5 人；具有良好的经营状况，2020 年知识产权服务收

入不少于 300 万元，在知识产权服务行业信誉度较好；具有良好

的服务经验，参与实施过省级知识产权项目的优先支持。 

四、项目任务和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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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要依托所申报的项目组建高价值专利培育中

心，重点完成以下工作任务： 

1.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高价值专利培育组织管理体系，拓

宽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途径； 

2. 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导向的公司专利微导航，加强相关

技术或产品的研发路径规划和前瞻性专利布局； 

3. 建立专利代理师等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全程参与技术研发

的工作机制，强化研发过程专利管理； 

4. 建立以高价值专利培育为目标的专利申请预审机制，提

升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质量； 

5. 建立高价值专利市场化运用机制，不断强化专利转化运

用和保护，加强专利申请后期跟踪； 

6. 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形成典型做法和

模式的总结报告，配合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展高价值专利的宣传

培训等相关工作。 

在项目实施期内，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应完成以下主要绩效

目标： 

1. 创造高质量专利（申请）。产出一批高水平技术研发、高

质量申请确权、高效益转化运用、高起点产业引领的高价值专利

（申请）和专利组合，发明专利申请和 PCT 专利申请增幅达 25%

以上；上述专利的第一申请人（专利权人）应为项目牵头申报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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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现专利（申请）市场价值。主要技术领域企业专利运

用率 50%以上，高校、科研院所专利运用率达 30%以上，带动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升，项目实施期满利税总额与 2020 年度相

比增幅 10%以上。 

市级财政拨付的建设经费应主要用于高价值专利的挖掘和

申请等任务目标；县（市）区财政配套建设经费和企业自筹经费

主要用于高价值专利培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公司专利微

导航以及高价值专利市场化运用等其他任务目标。 

五、组织方式 

（一）申报主体应在申报项目前与合作单位就合作事项进行

充分沟通，形成一致意见，签订合作协议（在协议中应明确项目

组织机构及人员安排、合作机制及任务分工、预算经费分配及项

目实施保障等事项）。申报主体应谨慎选取项目申报技术领域，

组织好申报材料，签订信用承诺书，向所属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提出项目申报申请。 

（二）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组织项

目初审工作，对所有推荐项目采用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审核把

关，汇总并加盖公章后，报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通过评审，研究确

定 2021 年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入选项目，会同市财政局下达市

级项目资金。 

（四）各县（市）区财政局在收到市级项目奖励资金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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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于 2021 年市级知识产权奖补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徐财

工贸〔2021〕64 号）的要求，将市级项目奖励资金和本地配套

的项目奖励资金在一个月内下发给相关单位。 

（五）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为 3 年。项目奖励资金分二次拨

付，项目立项后即给予一定的启动资金；项目实施期内，对高价

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运行情况以及专利产出情况进行中期评价

和考核验收，通过考核验收后拨付后续奖励资金。 

六、申报要求 

（一）已作为第一申报主体承担过省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

心项目的企业、科研院所，不得参加申报；已作为第一申报主体

承担过省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项目的高校，不得以同一院系

或相同的学科领域方向再次参加申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年参

与申报的项目数不得超过 1 项。 

（二）申报项目前须认真检索国内外相关技术，充分研究分

析同类技术特点，在现有研发基础上实事求是制定创新目标。项

目申报时的知识产权预期目标应作为合同任务书的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指标。申报材料应真实、准确、规范，如发现相关责任主

体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有弄虚作假、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

良信用行为的，一经查实，将取消项目申报及立项资格，并记入

信用档案。 

（三）申报主体单位为项目牵头实施单位，与市知识产权局

签定合同任务书，承担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运行及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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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费使用、目标任务达成的主体责任。 

（四）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 2021 年《徐州市知识产权计划

项目申报书（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内容另发）。项目申

报书应用 A4 纸打印，经领导签发、加盖单位公章后，按项目申

报书、附件材料顺序装订成册（纸质封面，双面打印，平装订）。

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汇总填写《2021

年徐州市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内容另发）后，

在 10 月 10 日前统一报送至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

局），并将项目申报汇总表及相关申报材料的电子文件以“县（市）

区 +项目类型”规则命名的压缩包形式，发送至邮箱：

xzip2019@163.com，逾期不再受理。 

材料受理地址：徐州市云龙区新安路 11 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18 室。联系人：李钦华，0516-69859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