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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1.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发展的通知 

6 月 9 日，《关于加快推动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 

公布，通知提出，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有序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机制。 

通知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示范区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

点。健全以转化应用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规范简化科技成果转化审批程序，完善科

技成果转化容错纠错机制，实行审慎包容监管。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有序建设知识产权和

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机制。 

通知提出，以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为重点，提高成果转化专业化服务能力。示

范区要加强综合性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力提升科技成果、产业服务、科技金融、

市场应用等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建立绩效奖励机制，支持各类技术转移机构发展。在高等学

校中开展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设试点，培育和发展一批特色明显、服务能力突出的专业化技

术转移机构，支持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提供服务。 

通知提出，以示范区主导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区要聚焦

高新区、农高区等科技园区主导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定期发布技术

需求清单和新技术应用场景清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熟化基地，加强产

学研协同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 

政策全文见：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0/202006/t2

0200609_157287.html 

人民网 6月 30日 

2.国家能源局印发《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6 月 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针对能源消费、供应保障、质量效率、惠民利民、改革创新五大方面，提出了 2020 年主要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0/202006/t20200609_157287.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0/202006/t20200609_157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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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 

对于改革创新，《意见》设立的预期目标是，将深入推进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

具备条件的地区正式运行。电网主辅分离改革进一步深化。完善油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健

全油气管网运营机制。能源革命试点深入推进。稳妥有序推进能源关键技术装备攻关，推动

储能、氢能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 

《意见》强调，能源领域要促创新补短板，培育增强新动能。2020年要加大能源技术

装备短板攻关力度。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组织评选一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并

推进示范。加强组织协调、资源配置、政策保障和评估调整，确保各项技术装备短板“攻关

有主体、落地有项目、进度可追踪”。 

《意见》还提出了 2020年科技创新重点任务，首先是要实施燃气轮机自主创新发展示

范项目，同时依托示范项目建设，推动火电 DCS控制系统、特高压交直流套管、超临界发电

机组高温材料、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等自主创新示范应用。此外，还将结合大力提升油气勘

探开发力度、天然气互联互通重点工程设备保障等工作，推动深水和非常规油气、天然气长

输管线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领域技术装备短板攻关和示范应用。 

此外，2020年还要加大储能发展力度。研究实施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开

展储能示范项目征集与评选，积极探索储能应用于可再生能源消纳、电力辅助服务等技术模

式和商业模式，建立健全储能标准体系和信息化平台。 

与此同时，《意见》强调要推动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制定实施氢能产业发展规划，组织

开展关键技术装备攻关，积极推动应用示范。继续做好“互联网+”智慧能源试点验收工作。

加强国家能源研发中心日常管理和考核评价。积极探索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能源领域的融合

应用。 

政策全文参见：http://www.nea.gov.cn/2020-06/22/c_139158412.htm 

科学网 6月 24日 

3.《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印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联合印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是党

http://www.nea.gov.cn/2020-06/22/c_139158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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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后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第一个综合性规划。《规划》除前言外，共 5章 25 节，部

署了 9项重大工程、47项具体任务。 

《规划》提出了“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难点，坚持

科学治理、推进综合施策，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建管机制”等基本原则，明确了到 2035年

全国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主要目标，并细化了 2020年底前、2021—2025年、2026—2035 年等

3个时间节点的重点任务。 

《规划》对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作了系统规划，将重大工程重点布局

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

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三区四带”，根据

各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主要生态问题，研究提出了主攻方向。 

《规划》提出了 9项重大工程，包括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等 7大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工程，以及自然保护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等 2项单项工程，明确

了各项重大工程的建设思路、主要任务和重点指标，并在专栏中列出了 47项具体任务。 

为确保《规划》落实到位，围绕加强党的领导、加快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 4个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细化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重大工

程投入机制、发挥生态资源多重效益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以及工程组织、评估考核、宣传引

导等方面的有关要求。 

政策全文参见：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t20200611_1231112.html 

国家发展改革委 6月 11日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6月 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设计的主要内

容可以概括为“6+1+4”。 

“6”就是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

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总体方案》围绕上述 6个方面的自由便利作出了

一系列制度安排。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6/t20200611_1231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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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

措。投资自由便利方面，大幅放宽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分

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人员进出自由便利

方面，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运输来

往自由便利方面，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

纽和航空枢纽。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数据领域

开放，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1”就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把握好海南的优势和特色，坚持通过精准发展科技含量高、

生态环保、有海南特点的实体经济来建设自由贸易港。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4”就是加强税收、社会治理、法治、风险防控等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按照零

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强法治、分阶段的原则，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

收制度。二是着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三是建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

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四是制定

实施有效措施，有针对性防范化解贸易、投资、金融、公共卫生、生态等领域重大风险，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于分步骤分阶段安排，《总体方案》明确了两个阶段的重要任务。第一个阶段，2025

年前，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有效监管基础上，有序推进开放进程，推动各类要素

便捷高效流动，形成早期收获，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第二个阶段，2035年前，主要是

进一步优化完善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全面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

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推进建设高

水平自由贸易港。 

政策全文参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0-06/01/content_5516608.htm 

中国网财经 6月 8日 

。。。。。。。。。。。。。。。。。。。。。。。。。。。。。。。。。。。。。。。。。。。。。。。。。。。。。。。。。。。。。。。。。。。。。。。。。。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6/01/content_5516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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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1.中国（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获批建设，将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新材料产业

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 

近日，广州市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建设中国（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后

将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 

  目前，广州市科技创新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

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先进轨道交通）和新材料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集群规

模较大，企业知识产权研发投入高，对知识产权获权、维权、运营等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建设中国（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满足广州市对知识产权价值实现和维权保护的迫

切需求，助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海洋科技、轨道交通、新材料等产业要素进一步集聚

发展，提升产业优势和保护创新成果，支撑创新驱动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为广

州市产业高端化和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撑。 

  数据显示，2019年，广州市专利授权量共 10.5万件，同比增长 16.7%，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量 1.2万件，同比增长 13%；全市有效发明专利 5.8万件，同比增长 20.8%；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 39.2件，比上一年增加 6.8件。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将在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基础上，争取利用 10

个月时间，统筹推进、落实中国（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各项筹备建设任务，提升业务

能力，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和工作流程，确保建成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

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保护中心，更好地助力广州市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南方网 6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