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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旨在大力推动专利产业化，加快创新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方案》立足国内外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明

确、把握关键、措施得当，是新阶段专利转化工作的行动纲领。

打通堵点，强链增效。专利价值的实现，需要“技术开发—成果

转化—产品应用”全产业链的畅通。《方案》以重点主体和重点客体

为切入点，打通专利转化运用的关键堵点，畅通产业价值链。在主体

方面，《方案》重点关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中小企业。对高校和科研

机构，优化职务成果转化管理模式，完善专利转化容错机制，采取类

型化、整体性的动态价值评估方式，降低技术转化阻力。同时，完善

收益分配机制，激发权利人进行技术产业化的内在动力。对中小企

业，《方案》通过精准服务、投资对接、融资支持等方式，提供体系化

的解决方案。建立科学、系统的工作指引，减少对数量的追求，更加

重视专利质量、市场应用与产业化价值。同时，精准投放财政资金与

政策资源，加强对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跟踪、监测与反馈，助

力高价值专利的产出和实施。

创新服务，增强动力。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在权利界定、

价值评估、交易转化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这就容易

增加市场交易成本，甚至出现交易壁垒。《方案》着眼于构建良好的

知识产权要素市场体系和服务生态，综合利用数据处理、智能化评

估、平台建设等互联网技术，激发市场活力，加强技术赋能，增强专

利转化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树立以促进专利产业化为导向的服务

理念，完善知识产权要素市场，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服

务生态。完善专利权转让登记机制，健全专利开放许可、信用监管、

纠纷调解等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整合功能，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供需对接、资源匹配、服务集成

的平台，并提供精准服务。开发数据资源，形成专利资源与企业需求

之间的匹配机制。对不同市场价值的专利，匹配差异化、针对性的政

策和具体措施。同时，借助平台将分散的运营服务体系充分集成，多

管齐下，多力协作，促进在“科技推动—产业支撑—商贸融合”的过

程中充分实现专利价值。

统筹内外，组织推进。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

权创造大国转变，《方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国际统筹协作和国内组

织推进的工作原则。《方案》关注海外权利人的技术引进，积极探索

多样化的国际技术合作形式。一方面，积极吸引海外专利权人在我

国进行专利成果转化，丰富产品类型。另一方面，促进更具开放性的

国际绿色技术知识产权开放实施，提升国际技术合作水平，推动全

人类的技术发展和普惠共享。同时，《方案》提出成立由国家知识产

权局牵头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各地区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好专项行动各项任务。通过组织协同和配合，有组织地推动

专利转化运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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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10 年来，他用手中的测绘工具将经纬刻画分毫

不差，为矿井采掘生产“把脉定向”，在毫厘之间施

展极致匠心，在点线之间描绘“测量人生”，用精湛

技艺和担当精神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行家里手。他就

是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官地矿地质测量员张江。

“测量工作不能有丝毫差错，一丁点的误差就

会让矿井陷入被动局面，甚至造成损失。”刚到地质

测量中心上班的第一天，师傅甄华就语重心长地对

张江说。他一直把师傅的叮嘱铭记于心，工作中从

不喊苦、叫累，而是从“苦干”中总结经验，发现规

律，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几个月后，就能独当一面。

由于矿山地质测量工种的特殊性，测量仪器需

要定期校准，否则会出现测量误差及无法使用的情

况。张江每次下井前都会仔细检查，以保证仪器完

好和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质测量员，工作中不仅

要会测算，还必须懂制图，对张江来说，无疑又是一

个新的挑战。工作之余，他努力学习制图知识，由于

从未接触过“龙软”制图软件，操作起来总是一头雾

水，师傅制图时，他就坐在一边看，有看不明白的就

追着问，再对照说明书一个指令一个指令地研究，然

后通过实践弄清楚操作要领。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实

践，张江就全面掌握了制图软件的使用要领，并能够

独立完成各种图纸的绘制工作，成为单位的主力。

高精度开展井下测量工作，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是张江始终坚守的工作准则和奋斗目标。他常说：

“地质测量工作作为矿山的‘眼睛’，我们必须确保

所测的每一项数据都精准无误，否则会给矿井的安全

生产造成影响。”工作中，张江始终保持一颗强烈的责

任心，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

感进行测绘。每次接到生产技术部的设计后，他都会

仔细查看相关设计图纸和资料，详细了解设计巷道的

性质和用途，反复琢磨新老巷道、采空区之间的位置

关系，以及设计巷道周围水、火、瓦斯等情况，并对设

计巷道的各种几何要素进行闭合计算，进而确定测量

方法和精度要求。

10 年间，张江先后参与完成矿井初、复测累计达

11 万米，编制大型贯通设计 16506 工作面、23512 工

作面、北翼总回风巷延伸等，保证了北四区中组煤、南

五区中组煤、南翼下组煤等系统巷道及相应工作面的

正常开掘施工，完成 13601 工作面开采沉陷观测，并

通过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资源地质部、太原理工大学专

家的评审，为矿井下一步保安煤柱留设参数的选取提

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张江还以精益求精的工作

态度，先后参与完成了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资料及

图纸的转换、重新布设中四区轨道巷 7 级导线点并联

测、南翼皮带工程标定中腰线等重点测量科研项目，

为矿井提供了科学精准的地质资料。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成功从来都是垂青于有准备

的人。今年，张江凭借过硬的技术、精准的操作，在“瑞

得杯”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个人三等

奖、个人全能二等奖。“荣誉只代表过去，未来还需要

更加努力。”张江的表白，朴素谦逊，折射出的却是他

对工作孜孜不倦的匠心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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