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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利产业化优秀案例 

编号 案例名称 案例摘要 

1 

光子成像技术专

利国内外布局推

动世界脑科学发

展 

北京大学针对自主研发的“用于在体实时脑成像的超高时空分辨微

型化双光子显微镜”技术，通过专利申请、专利挖掘和专利布局，形成

高价值专利组合，并向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许可实施，完成由科研成果

向医疗产品的转化，产品已在国内外数十家科研机构投入应用，有力支

撑了脑神经的动态观测和研究工作。截至 2023 年底，创造直接经济价

值约 2.3 亿元。 

2 

产学研深度融合

助推高温气冷堆

专利技术产业化

落地 

清华大学针对高温气冷堆相关技术，进行有规划、有策略、有体系

的知识产权布局，逐步形成专利、软件著作权、专有技术等多种类别相

互配合、国内外布局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 131 件专利、4 项软件著

作权及相关专有技术增资入股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推动后续 60

万千瓦级高温气冷堆产业化项目落地实施，实现了先进核能的实验室技

术向商业应用的成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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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案例名称 案例摘要 

3 

产研协同模式促

进手机直连卫星

芯片专利技术产

业化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采用与其持股公司协同创新、转化的模

式，强化从市场需求中凝练科研攻关项目，形成符合产业需要的高质量

专利，在科学评价基础上对存量专利进行分级化管理，通过技术、法律、

市场等价值维度遴选专利开展实施许可。其自主研制的手机直连卫星芯

片实现商用手机支持卫星通信功能，截至 2023 年底累计交付 300 余万

片，取得经济效益数亿元。 

4 

知识产权全过程

管理推动大规模

储能专利技术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坚持“产、学、研、用”创新开发

体制，形成包括基础和产业应用研发、材料基地、装备基地“三位一体”

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自主研发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已完成包括

100MW/400MWh全钒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在内的20余项商业化示范

项目和多项专利实施许可，实现液流电池技术的国际输出和推广应用。 

5 

将专利权赋予发

明人支持教师创

业，助力医疗机器

人专利技术产业

化 

上海交通大学基于科技成果自主转化相关政策，将专利权赋予发明

人，以成果出资方式实现技术向科创型企业转化，助力学校教授创立医

疗机器人公司。该公司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核心技术的后续研发

和产业化，逐步建立健全满足全球市场需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成功打

造全球腔镜手术机器人研发及生产示范基地。 



 

3 

 

编号 案例名称 案例摘要 

6 

量子计算专利技

术产业化落地，引

领算力飞跃提升 

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在专利转化过程中，对专

利进行价值评估和筛选，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方向确定不同的产业化方

式。以 16 件发明专利质押，获得 2600 万元融资。深度对接高校和科研

机构，受让相关领域专利推动产业化落地。通过专利实施许可积极推动

量子计算产业生态发展，基于其技术研发的超导量子计算机目前已更新

至第三代，向全球开放运算服务。 

7 

海洋水下采油树

系统关键技术相

关专利产业化，助

力中小企业卡位

入链 

威飞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采取健全知识产权管理机制、积极开展

专利布局、加强校企联合创新等措施，促进企业的专利转化运用，以 11

件海洋水下采油树系统技术相关专利与行业龙头企业达成合作协议，解

决进口设备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填补国内空白，实现中小企业向大

企业的技术供给，新增产值超 3 亿元。 

8 

全流程服务助推

电涡流阻尼技术

相关专利盘活转

化 

湖南大学采用“筛选培育—分析导航—融资谈判—转化落地”成果

转化全流程服务模式，充分挖掘电涡流阻尼技术相关专利市场价值，实

现从最初的部分专利数十万元转让费，到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以超一亿

元作价入股的飞跃。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多个重大工

程，打破了进口阻尼器的行业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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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案例名称 案例摘要 

9 

高价值专利培育

和运营机制促进

超大直径竖井掘

进机产业发展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竖井掘进机技术研发和转化中，

将高价值专利组合和产品研发紧密结合，成功打造专利密集型产品——

超大直径竖井掘进机及系列产品，填补全球空白。产品应用于多个重大

工程，有效带动材料、零部件等上下游产业形成高价值产业链，推进关

键核心零部件全面国产化。 

10 

专利许可转让推

动偏航集电环技

术行业普及应用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了偏航集电环技术及装置，突破了风电

机组大型化过程中固有的行业性难题。基于该技术形成专利组合，实现

相关专利产品营收超 2 亿元。向行业内企业许可和部分转让相关专利，

加快技术推广应用。相关部门正在基于该专利技术推动制定行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