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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对《条例》和实施细则有关变更登记规定的执行情况：上一年度是否

按规定申请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的具体内容及时间。 

二、开展业务活动情况：填写上一年度内执行本单位章程的情况、按照登

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业务活动、取得的主要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用数字说明）、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和下一步工作思路。 

三、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证明文件及有效期：填写本单位业务范围涉及的

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文件内容，包括证书名称、认可（许可）范围、有效期截

止日期、颁发机关。 

四、资产损益情况：分别填写本单位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合计”

或“所有者权益合计”科目的数额。 

五、人员编制情况：分别填写事业单位年末人员编制数、实有在职人数（含

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非在编人员）、在编人数。 

六、绩效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况：“绩效情况”填写是否接受过绩效评估

以及评估的结果；“受奖惩情况”填写是否受到有关部门对单位的奖励和惩处以

及所受奖惩的项目，不包括针对职工个人的奖惩情况；“诉讼投诉情况”填写是

否有诉讼及社会投诉及具体内容。 

七、接受捐赠资助及使用情况：填写本单位接受捐赠资助的数量、方式、

使用方向和使用结果等。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填写事业单位分支机构设置和运行情况，以及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九、报告联系人：填写该报告的联系人信息，将与年度报告一同向社会公

开，接受公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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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度取得的效益� （一）实施精细化管理，强化制度落实� 累计制定和完善议

事规则、财务制度、考勤制度、保密制度、量化绩效考核、信息安全等 33 个管理制度。

坚持月度小结制度,内部业务交流讨论碰头会制度,季度总结制度，每季度、半年、全年

召开全处总结大会。� 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全年共参加各类业务培训 22 场;内部举办

各类业务及信息安全、服务水平提升主题培训，组织开展“深圳代办处工作人员读书活

动”。� （二）审查业务成绩� 2017 年，共完成专利申请受理 63772 件;办理通知书发文

36.1 万件，同比增长 28.9%;完成收费业务 69.6 万笔，同比增长 63.1%;完成登记簿副

本办理 5.24 万件，同比增长 201.8%;受理专利权质押登记 104 件，同比增长 550%;专

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114 件，同比增长 3.6%；发明专利优先审查推荐 2206 件;累计办

理专利费用减缴证明 4.46 万件;。� 2017 年承接的试点推广业务共 7 项，分别为网上缴

费远程票据递送、应缴费用查询和电话、电子邮件通知退信、专利缴费信息网上补充及

管理系统、在先文件副本、专利申请文件查阅复制、优先审查业务。目前，各项试点及

推广工作进展顺利。全年优先审查业务 1903 件，同比增长 101.6%；在先文件副本 290

件；申请文件查阅复制 85 份，同比增长 63.5%，“专利缴费信息网上补充及管理系统”



推广实现百分之百系统订单推送，网上缴费远程票据递送 30.6 万笔，寄出挂号信 2.4

万封，电话、电子邮件通知退信 2658 人次。� 费减备案工作有序开展，一是加强学习，

提升业务能力，二是宣传到位，三是服务到位。新费标实施顺利平稳,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专利收费新费标。� � （三）服务水平更上一台阶� 2017 年，全年成功实现

全体业务“零差错”，业务质量持续保持“零差错”记录刷新为 31 个月。� 结合“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和“为官不为”整治活动，坚持“以上率下”，发挥“一把手”的带头

作用，设立“党员示范岗”窗口，“青年文明号”窗口，“业务咨询”窗口。� 推出每天

不间断 8.5 小时窗口服务。坚持“四个一次性到位”服务原则，做到一次性完成受理审

查、一次性告知办事流程、一次性出具行政票据、一次性解释清楚疑难咨询。� 推进“互

联网+知识产权服务”,利用微信公众号、代办处网站、QQ 群开展网上服务。� 成功开展

专利权质押融资登记全流程服务及登记簿副本全流程服务。� （四）发挥桥梁作用，有

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1、承担市局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一般性资助的受理、审核及协助拨

款工作。2017 年完成了资助系统升级改造专项工程。全年共计受理、审核知识产权专

项资金 12.86 万件。� � 2、成功承办全国专利代办年会。� 3、新一代地方专利信息服务

中心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11 月 30 日正式上线运行。� 4、产业分析，完成《2016 年

深圳市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分析》、《深圳市有效发明专利情况分析统计》等一系列研究

分析，陆续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 5、发布专利动态数据，区级政府绩效考核“专利申

请量”指标基础数据；每季度编发《知识产权数据》简报。� 6、维权援助工作，2017

年，接收投诉举报咨询 473 件，办理维权援助申请 19 件，接收移交案件 17 件，移交

其他维权中心 2 件，电商领域案件 45 宗，入驻展会 2 次，开展宣传培训 55 场。发布

《美国专利诉讼实务指引》、《海外专利申请策略实务指引》、《美国“337 调查”实务指

引》、《海外专利布局实务指引》、《美国专利信息检索实务指引》；启动“非专利实施实



体（NPE）纠纷应对研究”。� 7、电子商务维权取得“零”突破,申请加入全国电子商务

领域专利执法维权协作机制，协作处理阿里巴巴平台专利侵权案件共计 45 件。� 8、设

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新设立深圳市知识产权联合会、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深圳市工业设计协会维权援助工作站。我市的维权援助工作站共 8 家，维权援助的触角

延伸到了企业、高校和行业协会，维权援助网络更加完善，体系更为健全。� 9、打造知

识产权公益培训服务品牌，2017 年，共举办公益讲座 57 场，其中大型培训 5 场，网络

公益课堂 52 场，受益企业达 800 余家。� 10、依托 4.26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五）

2017 年获得的奖励� 2017 年，深圳代办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优秀代

办处”、“青年文明号”以及深圳市“巾帼文明岗”等荣誉。� 二、存在的问题� � (一)业务

质量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强化。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员工业务培训，完善轮岗制度，改进

业务交接程序，规范业务操作文件，加强质量监控与考核，减少自查错误，进一步强化

各项业务的质量管理制度。� � � � （二）与地方产业发展的配合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今

后将进一步加强对产业发展状况的跟踪研究，更加贴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加大对企

业、产业的调研力度，增强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创新驱动战略实

施贡献更大力量。加强与经济、产业部门的沟通，对接产业需求，为政府政策制定与实

施的精准度、力度发挥积极作用。� （三）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面对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等新形势要求，需要一支敬业、高

效、专业的人才队伍，需要通过集中培训、在职教育、引进专才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和储备。� 三、下一步打算� � � 深圳代办处要围绕国家局、深圳市的中心工

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讲话精神，围绕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发展大局，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以“深圳品牌”为标杆，努力建设完善一个（面



向创新主体）提供事务服务、（面向产业发展）提供指引服务、（面向宏观管理）提供决

策参考服务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强化公共服务定位，进一步

解放思想、创新思维，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能力，继续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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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名称� 认可（许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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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颁发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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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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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495.47� 516.73�

人员编制情况 

编制数� 实有人数� 实有在编人数�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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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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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优秀代办处”�

2、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青年文明号”�

3、获得深圳市“巾帼文明岗”荣誉�

接受捐赠资助

及使用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无。�

报告联系人 

姓名�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何恒清� 0755-265074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