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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形势下 

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 

吉政发〔２０１６〕２７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５〕７１号），深化知识产权领域

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到２０２０年，我省知识产权整体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建成一批知识产权强市、强县、强企。基本建成创造活

跃、运用高效、保护有力、管理科学、服务优质的知识产权强省，为培育我省
转型升级新动能、推动我省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提供强力支撑。  

  ———知识产权创造水平显著提高。知识产权拥有量进一步提高，结构明

显优化，核心专利、知名品牌、版权精品和优良植物新品种大幅增加。全省年

专利申请量力争达到２.４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力争达到４.２件，

年均增长１０％以上。全省国内有效注册商标总量力争达到１２万件，中国驰

名商标总数力争达到１６０件，吉林省著名商标总数力争达到１６００件，通
过马德里体系国际注册商标力争达到１００件，地理标志注册商标力争达到６

０件。著作权作品自愿登记量年均增长１０％。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量、选

育并审（认）定林木新品种数量稳步增长。  

  ———知识产权运用效果显著增强。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

的能力明显提升，知识产权投融资额明显增加，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充分显现。

培育１００家以上省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１００家企业达到《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３个以上专利密集型产业实施规划类专利导航工

程，５０家企业实施运营类专利导航工程；实现５０亿元以上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额，５００家以上企业参投专利保险。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显著改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比较完备，知

识产权保护高效有力。处理专利纠纷案件结案率达到９５％以上，各种违法行

为得到有效遏制。  

  ———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显著增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水平明显提高，省

级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计划实现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全
面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规模以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大幅提高。  

  ———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服务业规模进一步提升，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达到１０家，各市（州）和省扩权强县
试点市普遍设立服务分支机构。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基本形成全链条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二、重点工作 

  （一）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１.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在统一市场监管体系框架下，鼓励公主岭

市等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与

改革创新试验要求相适应的集中、专业化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并逐步将知

识产权管理职能归并到市场监管部门。 

  ２.改善知识产权服务业及社会组织管理。放宽知识产权服务市场准入条

件，采取内培外引等方式，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规模，满足本省创新

主体需求。依托长春市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组织服务机构与创新

主体供求对接，构建完整的知识产权服务链条，提升集聚区服务机构综合服务

能力。培育 “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新模式。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行业协会 

“一业多会 ”试点。大力开展省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品牌建设工作，形成能够

支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诚信信息

管理制度，及时公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等相关信息。规范

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收费标准，建立和完善版权授权许可渠道，让著作权人

获得更多许可收益。 

  ３.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研究制定我省重大经济活动知识

产权评议办法，对全省重大产业规划、政府重大投资活动等开展知识产权评

议，建立省级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制度，建立知识产权评议报告发布制

度，提高创新效率，降低产业发展风险。 

  ４.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制度。推动知识产权指

标纳入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逐步建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创新驱动评价体

系。委托第三方发布我省年度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探索建立 “一把手 ”

知识产权工作目标责任制。 

  （二）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体系。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

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刑事、民事、

行政审判三种职能。建立健全各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执法部门与司法审判

机关的信息共享、诉调对接等工作机制。完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 

  ６.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力度。在侵权案件高发地、制造业集中地、
商品流通领域、专业市场、互联网、展会等重点地区和领域开展专利 “护

航 ”等专项执法行动，对恶意侵权、重复侵权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加

强海关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物品通关模式，严厉打击跨境侵

权假冒行为。加大国际展会、电子商务等领域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借

助网络制售假冒专利产品行为。继续在重点展会设立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机构。

依法查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和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建立全省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服务体系，健全跨部门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案件移交办理机制。建立全省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专家库，为维权提供知识产权专业化服务。 

  ７.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预警防范机制。建立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档案，将

假冒专利、假冒商标、侵权盗版等信息纳入企业或个人征信系统。引导企业健

全相关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建立健全专业市场知识产权管理制

度和标准，探索在重点专业市场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巡查办公室，实现市场巡查

常态化。建立创新市场监管手段，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提

升预警防范能力。探索建立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多渠道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和

处理机制。 

  ８.加强新业态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植物新品种、生物遗传资源及相

关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等保护措施。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

的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落实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三）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９.实施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每年选择３０家企业，开展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力争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知识产权竞争优势明显的

国家级领军企业；每年选择２０家企业，进行贯彻知识产权管理国家标准培

育。增强企业品牌竞争意识，支持企业争创吉林省著名商标，申请中国驰名商
标保护；实施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服务试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１０.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产品

试点示范，建设一批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集聚区，推行国家知识产权集群管
理。鼓励文化领域商业模式创新，加强文化品牌开发和建设，建立一批版权交

易平台。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投资基金和创投基金等方式，加大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的资金投入，加大政府采购对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的支持力

度。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１１.实施专利导航产业发展试点工程。认真总结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

验区试点经验，选择５０家企业实施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指导企业做好专利



布局和风险防控；选择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若干产业实施产业规划类专利导

航，绘制服务我省重点产业发展和关键技术提升的专利导航图。 

  １２.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知识产权

投融资产品。深入推进专利保险试点工作，扩大专利保险试点范围，丰富投保

险种，优化险种运营模式，促进专利保险服务规范化、常态化、规模化发展。
鼓励以专利权作价形式出资入股，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升企业经济履责能

力。逐步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完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机制，推动发展投贷联

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新模式。 

  １３.完善职务发明制度。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依法建立健全发明报告、

权属划分、奖励报酬、纠纷解决等职务发明管理制度。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

制度，提高骨干团队、主要发明人收益比重，保障职务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按

照相关政策规定，鼓励省属国有企业赋予下属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处置和收益分

配权。 

  １４.搭建全省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充分发挥国家专利技术（长春）展示交

易中心和吉林省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的作用，推动全省专利技术转移转化。依托

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培育运营高

价值专利，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积极推动鼓励省内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设立技术转移机构。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建立财政资助项

目形成的知识产权信息披露制度。推动全省各类知识产权平台的互联互通，以
及专利、商标、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信息共享

开放。 

  １５.大力培育专利品牌。大幅度提高我省知识产权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

力，加强专利质量提升，培育一批核心专利。健全专利补助政策，省级政府重

点补助授权发明专利，市、县级政府重点资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支持

企业建立品牌管理体系，鼓励企业收购海外知名品牌。保护和传承中华老字

号，大力推动中医药、中华传统餐饮、工艺美术等企业 “走出去 ”。 

  １６.深入开展区域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程。加快建设一批知识产权强市、

强县和强区。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总体布局，力争通化市、四平市等列入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１５个县（市、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培育３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全面提升区域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能

力。在全省中小学中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培育试点学校１００

所，示范学校３０所。 

  （四）加强知识产权海外风险防控和对外合作。 

  １７.开展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规划和布局。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

学校及个人在境外目标市场注册商标、申请专利、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开

展海外布局工作。支持行业协会、专业机构跟踪发布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和

竞争动态。 



  １８.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研究制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指引，建设

涉外企业知识产权数据库，帮助企业规避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加大对我省具有

重大影响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重大的研发、经贸、投资和技术转移活动所产

生的知识产权纠纷，以及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纠纷的

维权援助力度。支持法律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知识产权法律服

务。 

  三、加强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吉林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制

定我省知识产权战略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的重大问

题。相关成员单位要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推进，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合力推

动知识产权工作深入开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知识产权工作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加强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推动各项政策的落

实。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制定完善激励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和举措。省

科技创新资金要强化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支持。 

  １.对获得当年国内发明授权的专利，每件给予不高于０.５万元的补助，

对获得当年国外发明授权的专利，每件给予５万元的补助；对获得当年中国专

利、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的项目，一次性给予不高于３０万元的奖励；对获得当

年中国专利、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的项目，一次性给予不高于１０万元的奖

励；对获得当年吉林省专利奖的项目，一次性给予５万元的奖励。 

  ２.对列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的城市（地级市），一次性给予３０万元

的奖励，对列入国家试点示范的知识产权强县（区），一次性给予２０万元的

奖励。 

  ３.对通过专利权质押成功融资的企业，适当补贴其贷款利息；对以专利权

作价出资入股的企业，按其作价额给予适当比例的经费扶持。  

  （三）加强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和学位教

育，推动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增设知识产权专业。强化省级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建设，加大对各类人才的知识产权培训力度。注重引进知识产权价值分析、预

警、评议和运营等方面的高端人才，并参照有关人才引进计划给予相关待遇。

选拔培训一批知识产权创业导师，加强创业指导。 

  （四）营造浓厚氛围。结合开展中小学校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推

进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进校园，增强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意识。有效利用

传统和新兴媒体，在更多符合基层特点、适应群众需要的常态化途径和渠道加

强宣传，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为加快建
设知识产权强省营造良好氛围。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