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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值发明专利占
比达四成以上

1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
长胡文辉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
专利有效量达到第一个100万件用时
31年，而突破第 4个 100万件仅用时
1 年半。在这 400 多万件有效发明专
利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所占比重达到
四成以上。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
识产权大国，持续为全球创新发展贡
献重要力量。

从企业看，截至 2023 年底，国
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42.7万
家，较上年增加 7.2万家。国内企业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90.9 万件，占比
增至 71.2%，首次超过七成，创新主
体地位进一步凸显。

从领域看，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划分的 35 个技术领域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增速
前三的技术领域分别为信息技术管理
方法、计算机技术和基础通信程序，同
比分别增长 59.4%、39.3%和 30.8%，远
高于国内平均增长水平，“这表明我国
在数字技术领域保持了较高的创新热
度，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增效。”胡文辉说。

从地区看，截至 2023 年底，长
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
利有效量分别为 130.8 万件、70.3 万
件和 67.2 万件，合计占国内总量的
65.6%，同比分别增长 21.1%、21.0%
和 23.2%，重点地区创新龙头带动作
用显著。

胡文辉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

持续提升审查质量效率，大力推动专
利转化运用，加速推动专利价值实
现，更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地理标志产品年产
值超8000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3
年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13 个，核准地
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
201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经营主体5842家。

胡文辉介绍，截至 2023 年底，
中 国 累 计 批 准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2508
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
明商标注册 7277 件，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经营主体总数达 2.6万家，地理
标志产品年产值超过8000亿元。

在国内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地

理标志产品加快进入国际市场，受到
更多海外消费者青睐。国家知识产权
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郭雯表示，今
年是《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
签署生效的第3个年头。自协定生效以
来，多个产品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
互保名录，互认互保产品以其独特的
质量特色赢得了欧洲消费者的美誉和
肯定。比如，浏阳花炮被列为互认互
保产品后，出口额连年攀升，2023 年
达70.6亿元，占其总产值的19%，创下
新高。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国际知名
度越来越高。”郭雯说，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入选互认互保名录以来，核准使
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企业数量翻了
两番，达到 73 家。产区 60 多家酒庄
的葡萄酒先后在各项国际葡萄酒大赛
中获得 1100 多个奖项，产品远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培育国货“潮品”等
新的消费增长点

胡文辉说，国货“潮品”的发展离
不开知识产权的全方位助力，特别
是需要利用好商标制度加强品牌保
护、实现品牌价值。国家知识产权
局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大力推进
商标品牌建设，助力培育国货“潮
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强化政策支撑。以“千企千
标”“百城百品”及商标品牌指导站建
设为抓手，鼓励地方和企业加强商标
品牌建设，支持传统品牌创新升级，积
极培育新兴品牌。近日，首批 1105 件
企业商标品牌及285件区域商标品牌
获批参加“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
升行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在提升商
标品牌能力、提高商标品牌价值方面
给予指导支持。

——提升服务水平。推动全国布
局建设 3900 多个商标品牌指导站，
年均服务企业超 40 万次。持续推动
商标质押融资惠企服务，2023年全国
商标质押融资额达 1769.1 亿元，同比
增长 63.5%，帮助企业有效缓解了品
牌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难题。

——加强品牌保护。持续推动商
标法修改进程，加强对商标品牌合法
在先权利和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认
真做好国货“出海”的涉外知识产权纠
纷指导，坚决打击各种傍名牌、搭便
车、蹭热点行为，提振品牌发展信心
和经营主体获得感。

胡文辉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继续推进实施“千企百城”商标
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助力形成更多
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国际知名品
牌，打造更多国货“潮品”，扩大品
牌消费规模。

中国成为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

知识产权数据映射中国经济活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国家知识产权局1月16日发布数
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国内（不含港
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01.5万件，同
比增长22.4%，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

相关人士表示，透过2023年知识产权
数据可以看到，企业创新活动保持活
跃，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强劲，国货“潮
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涌现，中国
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
金融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从持续深化科技金融组织管理
机制建设、形成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
期金融服务、扎实做好金融风险防

控、加强组织保障和政策协同等方
面，对做好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提出要
求，以推动完善有利于科技型企业发
展的金融政策环境。

支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成长壮
大。在有效防控风险基础上鼓励加大

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前提下，规范银行与外部投资
机构合作，积极探索“贷款+外部直
投”等业务模式，为初创期科技型企
业融资提供金融支持。

丰富成长期科技型企业融资模
式。鼓励拓宽抵质押担保范围，加快
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范发展供
应链金融。支持保险机构开发科技成
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等险种，优化

“三首”保险运行机制。
提升成熟期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

适配性。鼓励通过并购贷款支持企业
市场化兼并重组。支持保险机构通过

共保体、大型商业保险和统括保单等
形式，提供综合性保险解决方案。

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总局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性
引导有条件、有能力的金融机构按照
市场化原则，自主决策、独立审查、
自担风险，持续强化科技金融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

“支持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
规范建设科技金融专业或特色分支机
构，专注做好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
督促强化科技金融风险防控，完善企
业风险评审机制，加强风险监测预警，
做实资金用途监控管理，认真开展新
产品、新业务、新模式的合规性审查。
进一步细化科技金融内部管理制度，
实施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尽职免责、不
良容忍等管理要求，着力做到‘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总局将要求各监
管局明确科技金融责任部门和职责分
工，强化统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
结合辖区科技资源实际，因地制宜细
化落实政策措施，指导有能力有条件
的银行保险机构，开展科技金融服务
能力提升行动，切实加大科技型企业
的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力度。同时，
鼓励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携手
推进科技金融外部生态体系建设，形
成有利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强大
合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江苏省连云港市通过实施“专精
特新”企业融资促进方案等，加快培
育一批科技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
高、质量效益优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持续引领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图为连云港高新区新浦工业园
的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的工人在赶工。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据海口海关统计，
海南省货物贸易进出
口继 2022 年首次突破
2000亿元后，2023年进
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
分别达到 2312.8亿元、
742.1 亿元和 1570.7 亿
元，均创新高，同比分
别增长 15.3%、2.8%和
22.4%。图为消费者在
位于海口市日月广场
的海控全球精品免税
城内选购免税商品。

苏弼坤摄
（人民视觉）

山东省荣成市是“全国海参养殖加工标准化示范区”，荣成海参是全国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图为在荣成市桑沟湾海洋牧场筏式养殖区，养殖工人忙
着收获海参。 王福东摄 （人民视觉）

纺织产业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的支柱产业，2023年纺织服装营业
收入达到208亿元。当地加快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双向融合，形成了纺纱

（线）、织布、染整印花、服装加工和销售产业体系，棉纱装机总规模达100
万锭。图为 1月 16日，德安县高新技术产业园丰林工业新区一家涤纶生
产企业的工人在赶制出口涤纶订单产品。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本报长春1月 16日电 （记者
门杰伟） 2023年，吉林省科技厅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 1486 户，同比增
长 24.87%；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 3590 户，同比增长 15.36%，均
创新高。

2023 年，吉林省科技厅着力扩
大服务企业的力度、深度、广度，全
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
对省内 3112 户高新技术企业进行
问卷调查，形成《吉林省高新技术企
业需求分析报告》，赴152户高新技

术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对42家到期
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指
导、认定；联合省税务部门先后赴全
省 9 个地区累计举办 12 场培训，
1400 余户企业、2500 余人参加培
训；赴长春新区、公主岭市等地开展
13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题辅导服
务，精准服务企业600余户；举办“发
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系列主题沙
龙”“创新农业 振兴乡村——赋能
全省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活动，
促成28家企业达成16项合作意向。

新华社南京1月 16日电 （记
者赵久龙） 记者 16 日从江苏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2023 年江苏全省
休闲农业综合收入首次突破千亿
元，达到 1077.8 亿元，游客接待量
达 4.1 亿 人 次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8.83%和16.67%。

据介绍，早在 2023 年初，江
苏就要求发挥休闲农业“一业带百
业”的作用，组织各地开展“‘苏’醒
春天 踏青赏花”“春天的味道”等推
介活动，激发消费活力，吹响激活

春日经济、促进休闲农业全面复苏
的号角，为全年发展开好局、起好
步。2023 年一季度，江苏全省休
闲农业综合收入超300亿元。

江苏还组织开展“苏韵乡情 百
优乡产”推介活动，做好“土特产”文
章；做精“苏韵乡情”休闲农业品牌，
在全省各地举办桃花节、梨花节、菜
花节、荷花节、音乐节、采摘节、螃蟹
节、美食节、年货节等各类农事节庆
活动1300余场，美丽乡村已成为更
多人的“诗和远方”。

本报北京1月 16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为充分发挥税收支持稳外贸稳
外资工作的职能作用，税务总局在
此前发布《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
指引》的基础上，对现行有效的相
关税收支持政策和征管服务举措进
行梳理更新，形成新版《稳外贸稳
外资税收政策指引》并公开发布，
方便纳税人更好了解政策、适用政
策，为外贸外资发展营造良好税收
环境。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最新版《稳外贸稳外

资税收政策指引》分为稳外贸政策
和稳外资政策两大领域，共包括
51 项具体内容。其中，稳外贸相
关税收政策包括出口货物劳务税收
政策、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政策、
外贸新业态税收政策、出口退（免）
税服务便利化举措等19项。稳外资
相关税收政策包括鼓励外商投资税
收政策等32项。

目前，新版《稳外贸稳外资税
收政策指引》已在税务总局官方网
站发布，纳税人可以登录查询适用
适合自身发展的税收支持政策，充
分享受政策红利。

本报武汉1月 16日电 （记者
吴君） 近日，记者从湖北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获悉，2023 年，湖北碳
市场成交量 1118.39 万吨，同比上
升 19.1%；年度成交额 4.72 亿元，
同比上升13.9%。

自 2014 年开市以来，湖北碳
市场共纳入钢铁、水泥、石化、化
工等16个行业的343家企业，全部
为年能耗1万吨标煤以上的工业企

业 ， 占 第 二 产 业 产 值 的 比 重 为
70%。截至目前，湖北碳市场累计
成交量 3.88 亿吨、成交额 95.75 亿
元 ， 分 别 占 全 国 试 点 碳 市 场 的
42.7%、42.2%。其中，年度成交量
跃居全国试点碳市场首位。基于二
氧化碳这一标的物，湖北已探索
出碳质押贷款、碳基金、碳众筹、
碳托管业务、现货远期等多个金
融产品。

新版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指引发布

江苏休闲农业年综合收入首超千亿元

吉林力促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

湖北去年碳市场成交量同比上升19.1%

河北省乐亭县扶持发展以绢花系列产品为主的工艺品制作产业，
采取“政府+企业+农户”的方式，为农村妇女提供就业岗位。目前，乐亭
县生产的绢花产品出口到欧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带动当地近千名
农村妇女实现就业增收。图为 1月 16日，乐亭县一家绢花生产企业的
员工在整理绢花产品。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