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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链融合的价值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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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链融合的政策方向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

融合部署

新质
生产力

高质量
发展

“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双链
融合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高质量发展的内容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容

01创新驱动 02生产要素创性配置 03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04全要素生产率升 05.绿色发展与社会责任

1.1科技创新 2.1人力资源 3.1传统产业升级 4.1技术进步 5.1环境保护

-基础研究 -教育与培训 -技术改造 -研发投入增加 -节能减排技术应用

-应用研究 -人才引进与流动 -智能化生产 -创新成果转化 -循环经济与资源利用

-技术开发与转化 -激励机制 -绿色制造 -技术扩散与溢出 -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

1.2模式创新 2.2资本要素 3.2新兴产业培育 4.2制度改革 5.2社会责任履行

-业务模式 -金融市场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 -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组织模式 -资本运作效率 -高技术产业 -市场准入与出机制 -相关者参与与沟通

-管理模式 -投资风险管理 -现代服务业 -公平竟争环境营造 -社会共享与价值共创

1.3环境创新 2.3数据与信息要素 3.3产业链优化 4.3管理优化

-政策环境 -大数据技术 -供应链协同 -精益管理

-文化环境 -人工智能应用 -价值链提升 -流程再造

-教育环境 -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产业生态构建 -组织结构优化



新质生产力对于双链融合的要求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催生前沿产业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PART TWO

科技成果转化
加速双链融合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背景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
2035年）》（2021年9月）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提升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规划》（2021年10月28日）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高效促进知识

产权运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年）》（2023年10月
17日）

推动专利产业化，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

《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
划实施方案》（2024年2月27日）

聚焦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成长，加快推动专

利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切实将专利制度功

能转化为创新发展强大动能



 • 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提升产业竞争力

• 转化过程中的技术溢出，促进产业创新

• 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带动产业增长

 • 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 科技成果转化为新兴产业，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科技成果转化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科技——第一生产力
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合作机制

政策支持与服务体系优化

政策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提供

财政、税收等优惠措施

政策支持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提供技术

评估、融资支持、市场推广一站式服务

服务体系优化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为创新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创新风险。

资金支持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水平。

人才培养

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

激发科技成果转化活力。

创新氛围



科技成果转化引领企业创新

创新融合

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

力，是产业发展的强大支撑

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实现技

术突破和创新

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商业模式的创新

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商业
模式

技术

驱动

融合

创新驱动

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相互融合，

共同推动产业向更高效、更智能

的方向发展

技术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



双链融合-家电产业案例

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 产学研合作：共建产业研究院



双链融合-家电产业案例

产学研合作：产业人才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产业落地



PART THREE

家电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

链主单位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有效需求

“科技引领”工程

促进消费

聚焦强科技

国内大循环

量质并举培育梯队

生产性服务业

政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数据

团队

周期

          模式

            赛道

03

02

04

01

PEST-政策、经济、社会、技术

领导人、结构、经历

产业、行业、格局、空白

品牌、渠道、价值链、可持续05

用户、营收、利润、规模、增长

资本眼里的优质企业



看透增长本质

明道

储备优秀人才

识人解读政策趋势

取势
优化商业模式

优术

投资人眼里的企业画像



企业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

走稳第一曲线，发展第二曲线



高价值发明专利布局路径

高价值发明
专利

成果转化运用
市场销售份额

重点核心
技术产品

阶段研发成果
次重点技术

企业名义布局

个人名义布局

核心技术保护

无形资产评估

专利奖、湾高赛
提升专利价值

无形资产
入股增资

培育布局



科技成果与技术研发的关系  

1、市场分析、产业分析、技术评估

2、研发体系、专利导航、研发方向

3、技术查新、技术评估、风险分析

研发前
1、样品样机制造、测试、验证

2、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落地及产业化

3、专利审查、专利许可、专利转让

4、产品占有、行业地位、政策红利

研发后

1、专利情报分析、专利预警

2、技术方案设计评审、技术文档撰写

3. 技术路线图制定、技术攻关成果

4. 核心技术专利申请、关键技术专利布局、核心

技术专利授权、数据知识产权保全

研发中



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发展

1 .产业、行业分析
政策解读
技术发展趋势和竞争态势分析
专利导航分析
资本市场分析

5.资源赋能

产业链资源对接
企业服务资源对接

海外技术对接
资本对接

4.供需对接

产学研对接会
专项论坛、专题活动

专家入企

2.需求收集
技术需求  人才需求
资源需求  发展需求

3.企业全周期服务
创业决策，品牌建设
科创发展，资本运作



中衢成果转化路径-资源聚合

中衢导师团由高校/科研机构专家为核
心组建，为企业提供涵盖科技创新、
企业内部管理、企业发展路径规划、
科技金融等领域的高质量指导、咨询、
培训和辅导服务。

中 衢 导 师 团

中衢针对国内科技成果进行了汇总分类，
聚合了国内多所知名高校、研究院、企业
及技术交易平台的技术成果，以实现科研
成果的有效转化并创造经济价值，转化为
实际生产力，实现高校专利产业化。

科 技 成 果 汇 总



中衢成果转化路径-产业加速

高校项目
高校的重大专项课题信息，根据课题的研发方向及需
求,匹配对应领域的重点企业撮合参与项目的研发工作。

导师入企

一对一面对面解决企业困难，通过技术创新、内部管
理优化、模式创新、资源链接等方式来解决企业加速
发展的问题。

专利赛事辅导 国家专利奖、广东省专利奖、湾高赛

高价值专利
培育

建立高价值专利布局培育机制，从高质量创造、高
质量申请、高标准授权、精准长远布局、精准政策
扶持等方面构建企业内部标准流程。



总结与展望
PART FOUR



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重要性与实践方法

体系重要性

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的关键，能够加速科技成果向实质生产力的转化

政策支持

政府应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支持力度，提供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

社会参与

社会各界应共同关注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的发展，形成合力推动科技成

果的转化和应用

实践方法

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科技成果

的供需对接，推动科技成果的商业化

应用

企业角色

企业应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

建设，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

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深化产学研合作

•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激发创新活力，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优化创新环境

•推动科技成果在更多产业领域的应用，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

拓展应用领域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与影响

提升国际竞争力

•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培养创新人才

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在引领产业发展中的未来作用



公司资质



初心如磐  使命当先
山海为盟  创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