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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福建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科技创新中知识产权工作若干

意见的通知  

 
(厦府办〔2009〕72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火炬

管委会： 

  现将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知识产

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中知识产权工

作的若干意见》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九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中知识产权工作

的若干意见 

  省知识产权局 



  （二○○九年二月二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

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决定》、《福

建省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全省

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

科技创新中的引导、保障和激励作用，服务于

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科

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 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工作在科技创新中

的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合理确定人们对于知识

及其他信息的权利，调整人们在创造、运用知

识和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发挥着激励

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

公认的推动和保护创新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有效

机制，是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

社会强有力的保障。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工作

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各

地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对知识产

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按照激励创造、有效运

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方针，切实加强对

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科

技创新的重要内容，贯穿于科技创新的各个环

节。同时，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工作考核指标

体系，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工

作。 

  二、切实提高科技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

知识产权意识 



  （一）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培育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协同普法、宣传

部门及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强化知识产权知识教育与宣传，提高各

级管理干部、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意识，弘扬以

创新为荣、剽窃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假冒

欺骗为耻的道德观念，在技术创新中努力营造

和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

产权文化。 

  （二）开展知识产权继续教育 

  大力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各

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在科技人

员队伍中开展知识产权公共课教育，组织开展

分类培训，促进科技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学习掌握知识产权知识，提高知识

产权意识。 

  三、坚持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目标导

向，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科技创新的全过程 

  （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采取各种行之有

效的措施加强对科技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工作的

服务和指导。各科技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工作

中要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落实知识产权管

理机构和人员，完善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工

作运行机制。 

  （二）全面提高利用知识产权信息的意识

和能力 

  各有关部门要从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度，提



高对知识产权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把提高知识

产权信息利用和服务能力作为一项重要举措，

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人才培养、机构发展、平

台建设等方面切实予以加强。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针对不同对象，

深入广泛地开展形式多样、不同层次的知识产

权信息利用宣传和培训，全面提高科技管理人

员、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信息利用意

识和能力。 

  各地应建立、完善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

审议机制，在制定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政策

以及进行重大项目决策时，应加强知识产权、

科技部门与产业部门的紧密配合，对可能影响

科技和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信息做出有效分

析。 

  各创新主体应指定专人负责知识产权信息

工作，有条件的单位应当建立专门机构或队

伍。要把知识产权信息查询、分析纳入科技创

新活动的全过程，充分、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

信息，提高研发起点和层次，缩短研发进程，

避免低水平研究、重复研究和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 

  （三）加强创新载体建设中的知识产权工

作 

  要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以及有效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质量、数量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企

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

验室、科技企业孵化器、行业技术开发基地以

及科技园区等创新载体认定与评价的重要条件

和考量指标，进一步推动创新载体的知识产权

能力建设。 



  （四）加强科技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 

  要建立健全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机制，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科技项目管理的全

过程。项目申请单位应当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

度，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知识产权事务。 

  要进一步强化重大科技项目立项时的知识

产权审查论证；同时在技术引进、高新技术产

业化和重大技术工程建设项目立项时，有涉及

知识产权的，申请单位必须提供知识产权方面

的论证意见，对项目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

性进行分析，并明确提出项目的知识产权产出

指标。 

  在科技创新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主管部

门、实施管理机构应将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列入

项目检查内容之一，对其实施督促、检查。 

  在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验收时，项目承担单

位应一并提交该项目知识产权申请（登记）或

授权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项目主管部

门应根据需要吸收知识产权专家或者委托知识

产权中介机构，以项目合同或计划任务书约定

的知识产权目标为依据，对项目的知识产权管

理和保护情况做出评价。 

  科技项目研究开发中所发生的与知识产权

检索、申请、注册、登记、维护及代理等有关

合理费用列入项目经费支出范围。依据有关法

律、政策等规定可以减缓或获得资助的费用应

按规定办理减缓或资助。 

  （五）积极申报知识产权 

  科技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项目执行过程中



和项目完成后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应当根据其

技术水平、可能采取的运用方式和市场前景，

合理选择申请（登记）知识产权的类型、国家

或地区，及时申报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主体应

当建立论文发表、学术交流、产品展出等知识

产权审查制度，避免引起知识产权的流失或灭

失。 

  四、强化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导

向，促进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和产

业化 

  （一）加强科技奖励评审中的知识产权导

向 

  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即发明专利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权等）的科技成果申报省科学技术

奖。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导向作用，在省科学

技术奖、省优秀新产品等奖项评审中，将知识

产权的取得和拥有作为评奖标准中的重要指

标。 

  设立福建省专利金奖及专利优秀奖，并择

优推荐参评中国专利金奖及专利优秀奖。 

  凡奖项申报时存在知识产权权属纠纷的，

或由人民法院、行政机关最终认定存在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技术或项目不得参评； 

  已经参评的，奖励组织机构应取消其参评

资格。 

  （二）加大专利专项资金支持力度 

  省级财政已设立专利发展专项资金，各地



应结合当地实际，设立配套的专利发展资金，

并逐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对科技创新主体的

专利管理人才培养、专利申请、专利技术转化

实施、专利维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给予支

持。资金管理部门要不断完善专项资金支持政

策，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果。 

  （三）大力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继续开展企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

指导大中型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

企业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将知

识产权工作纳入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市场拓

展等各个环节，培育一批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健

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较强、能够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优

势企业。 

  （四）促进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 

  各有关部门要引导、鼓励、规范各类知识

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支持中介机

构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品质，培育一批具

有一定规模、诚信经营和较高业务能力的知识

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坚决取缔利用欺骗、夸大

宣传、超范围经营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非

规范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