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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创新监管方式，服务改革发展，配合国家药监局信息中

心制定了推进药品智慧监管的行动计划，提出了智慧监管

的总体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通过信息化建设、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监管业务信息化、发改委小型基建等项目，集中整

合全局项目资金全力支持智慧监管，由信息中心根据项目

的轻重缓急合理调配、统筹使用。大力推进医疗器械检验检

测能力建设提升项目，积极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沟通，形成

“1+10+7”（1个国家级重点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北京、北大

口腔、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杭州、济南、武汉、广东 10

个省市及专业医疗器械检验所+河北、江西、河南、重庆、

四川、陕西、甘肃 7个省市的新增中西部地区医疗器械检验

所）地域布局和较为科学的专业布局，有力保障产业发展和

公众用械安全。

提前谋划，编制好“十四五”规划。积极跟踪药品安全

监管领域国内外发展的最新动态，认真分析当前监管中的

突出问题，拟在准确把握药品监管形势、发展趋势，以及

监管能力水平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事关药品安全的长期性、

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组织有关司局、直属单位开展

“十四五”规划课题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作为药品监管

“十四五”规划编制的重要参考。

四、为民办实事，全力推进定点扶贫

国家药监局党组高度重视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掘职能

优势，组织各方力量扎实推进定点扶贫工作，制定了定点扶

贫两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召开了定点扶贫推进会，引进社会

帮扶资金 1 916.15万元，培训技术人员 1 660人，购买贫困

地区农产品 61.47万元，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 615.5万

元，在引入资金、购买农产品、加强培训及投入方面均提前

完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任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和规划财务司供稿）

知识产权事业财务会计工作

2019年，国家知识产权事业财务会计工作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加强预算绩效、夯实预算编制

执行、严格财务会计管理，各项工作成效明显，有力推动知

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服务总体战略，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有力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2019年，深入实施专利

质量提升工程、商标品牌战略和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全

年授权发明专利 45.3万件，国内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 13.3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注册商标 640.6
万件，平均每 4.9个市场主体拥有 1件注册商标 ；累计批准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385个，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5 324件 ；

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突破 1 500亿元。高价值专利审查

周期压缩至 17.3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至 4.5个

月，超额完成国务院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提升至第 14位。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意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数量达到 26家。印发《专利领

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推进知识产权规

范化市场认定和仲裁调解机构能力建设试点。开展专利代

理“蓝天”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共组织 2 869家机构及分支机

构完成自查并提交报告。上线中国专利质量监测系统，持续

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囤积等行为，通报非

正常专利申请 3.8万件，驳回非正常商标申请 3.9万件。开展

地理标志资源普查和专项整治，开通地理标志电子申请保

护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 78.98分，再创新高。

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运用。联合财政部确定第三批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版权局共同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引

导开发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工具，完善资产评估体系。围绕

5G、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展专利分析。推动出

台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专利代办处、商

标受理窗口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专利、商标网上申请比例分

别达到 97.9%和 94.5%。专利文献资源量达到 1.3亿件，专利

信息传播利用基地和文献服务网点达到 132个。面向企业开

展专利信息利用能力提升工作，举办各类公益讲座，培训 8

万余人次。

二、强化预算管理，提升预算资金使用效益

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预算绩

效管理办法》《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着力提高预算绩效

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对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开展绩效自评，包括 15个一级项目和 40个二级项目，涉及

资金 63.61亿元，达到项目全覆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专利

受理审批业务专项”“商标业务费”2 个重点项目开展部门评

价。向各部门单位通报绩效有关问题，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

改进项目管理、编制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持续构建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激励约束机制。

不断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计划和

预算管理办法》，坚持“先有计划，后有预算”的原则，建立

“计划是编制项目和预算的基础，预算是实施计划和项目的

保障”的理念，推进计划与预算衔接联动。夯实预算编制基

础，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根据工作计划和实际需

要编制预算。落实预算评审制度，强化预算评审结果运用，

把评审结果作为项目入库、预算安排和调整的重要依据，有

效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创新开展“一

上”预算集中会审，组织专家和骨干人才对各单位预算进行

审核，及时反馈会审结果并督促整改。

持续强化预算全链条管理。认真组织开展部门决算和

政府财务报告编报工作，建立问题反馈机制，将决算和财务

报告中发现的问题作为指导后续年度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

的重要参考。优化完善决算和财务报告集中会审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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