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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技术！中科院首次专利拍卖落户济南
这将是我国专利公开拍卖有史以来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

□记者 郭春雨

生活日报3月2日讯 中科院
将举办首次专利拍卖活动，其院
属57家机构的932件专利全部公
开拍卖。首场拍卖会为山东专场，
将于3月16日在山东大厦进行。这
将是我国专利公开拍卖有史以来
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从3
月1日起到3月15日，有竞买意向
的企业可以通过“点拍网”查看全
部专利，并参与竞价。

有8项专利被提前“锁定”

记者从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
转化中心了解到，此次专利拍卖
将在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

州、深圳等多省市依次举办，山东
作为全国多省拍卖的首场，鲁企
将能优先选择想要竞拍的专利。

“这次拍卖会酝酿了一年多
的时间，专利只有不到千件，拍掉
一个少一个。对于山东的企业来讲，
能够在首场拍卖中优先挑选，是难
得的好机会。”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
转化中心常务副主任王东升介绍，
以往中科院在山东的专利转让具有
普惠性质，价格比较低，专利的价值
也不是特别大，而这次的专利是中
科院近些年的科研精华，代表了
中科院的最高科研水平。

据了解，此次专利拍卖总价
值高达2 . 9亿，从起拍价来看，高
价值专利仍然占少数。起拍价最
低10万元，最高200万元，78 . 7%的

专利起拍价在10-50万元之间，
15 . 81%的专利起拍价在50-100万
元之间，起拍价100万元以上的专
利占比不到6%。

“目前已经有8个专利在前期
的预拍中被‘锁定’，据我们前期
调研，有接近200家企业表达了竞
拍意向。”据王东升介绍，“锁定”
专利，一般要出大约高出起拍价
一倍的价格才行，选择前期“锁
定”专利的企业，基本都是对此专
利有势在必得的决心。

线上线下同步拍卖

据了解，此次拍卖的专利覆
盖健康、新材料、现代农业、智能
制造等在内的9个国家重点支持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中，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智能制造产业和健
康产业占据了全部竞拍专利总数
的78%。其中起拍价超过100万元
的高价值专利主要集中在健康产
业、智能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健康产业
的专利起拍价普遍较高，占到了
起拍价200万元以上的专利数量
的一半。

此外，专利的剩余存活期是
专利价值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即
将失效的专利价值通常不高。中
科院此次拍卖，仍有64件专利的
存活期不足5年。绝大多数专利的
剩余存活期都在1-15年之间。起
拍价在100万元以上的专利，剩余

存活期在9-14年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史上最

牛拍卖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三个教学机构参加。其中，
中科大主要关注的产业为清洁能
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

此外，作为山东省首次举办
专利拍卖，此次拍卖线上、线下相
结合，网上竞价与拍卖举牌联动。
即便是不到现场的企业，也能通
过网络参与竞拍。为了让各界更
好地了解所拍卖专利，在16日现
场拍卖会之前，3月12日，中科院
将组织专家团队到济南拍卖路
演，有意向的企业可以到现场进
行对接。

投入大！艺考生仨月花掉6万多元
孩子进考场才有空吃口面包，陪考家长感慨“艺考真不易”

学艺术专业“烧钱”，这早已
不是秘密，但三个月花掉6万，
这真不是个小数。3月2日，来
自 滕 州 的 苏 先 生 在 考 场 外 陪
考，算起孩子最近几个月的花
费不禁感慨，“没想到花了这么
多钱”。

和今年参加艺考的大部分考
生一样，苏先生的女儿苏辰(化
名)也出生于2000年，从小学开始
学音乐，最向往的目标院校是中
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从
去年11月底离开家到现在，她已
经在外面过了3个多月，先是到北
京跟着一位考上大学的师姐接受
一对一培训，后来又陆续考了几
所省外的学校，最近几天一直在
济南准备考试。为了照顾苏辰，苏
先生的妻子一直陪着她“走南闯
北”，辗转北京、上海、济南多地学
习、考试。

而这段日子也是最花钱的时

候。趁着女儿在考试，苏先生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每次辅导课学费
400元、每次视唱练耳课1000元，
仅这两项一星期就得近4000元，
一个月16000元；还有每月租房
2000元、伙食费2000元、水电费
400元……这些固定消费已经超
过2万，其中还不包括购置服装和
往返各考点的花费。

“乍一听不少，但实际上已经
是尽量节省了，据说有的考生光
考试这几天就花了3万多。”苏先
生说。

看到苏辰面色凝重地走出考
场，苏先生快步跑上前，接过她手
里的东西。“回去先休息休息，咱
今天好好过个节。”苏先生告诉记
者，最近几天明显感觉到孩子的
心理压力很大，前两天考完四川
音乐学院，因为发挥得不好，孩子
回到宾馆大哭了一场，而作为父
亲的他其实更紧张。

“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

3月2日，济南艺术学校考
点外，学生们陆续入场。看着女
儿进场考试，刘女士才觉得有
点饿。杯子里的水早就凉透了，
从兜里掏出面包吃了几口，她
坐在行李箱上开始仔细看女儿
考试的计划表，规划着下一场
考试的交通和住宿。

刘女士来自江苏东海，女
儿学习体育舞蹈。从正月初三
就陪着女儿出来艺考，刘女士
作为“后勤部长”，负责孩子的交
通、食宿等一切考试之外的事情。
2日上午女儿要辗转两个考点进
行考试，两个人紧赶慢赶，总算没

耽误功夫。女儿还在路上吃了一
个鸡蛋，一直拎着行李箱的刘女
士一上午水米未进。

刘女士和女儿在外为考试
奔波，在家的孩子父亲也不轻
松。刘女士手里的“报考攻略”
有10多张纸，全是孩子爸爸手
写，里面详细记录了各个学校
的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有些
还备注了学校招录的其他信
息。这些都是孩子爸爸在考试
之前根据孩子水平、学校招录
信息、考点远近等选定的学校。

“孩子她爸选了40多个学
校，也给排好了名次。我们这次

报了13个学校，要一直考到正
月十五以后才行。”刘女士告诉
记者，自己拎着的箱子里面装
着娘俩这次出门的全部“家
当”，每到一个考点，她就就近
找旅馆住宿。

在和记者聊天的时候，刘
女士的手机响了，是孩子父亲
打来的。虽然天天陪着孩子，但
刘女士并不能告诉丈夫更多关
于孩子考试的信息：“孩子不让
问，一问就说还行，不让我管。”
刘女士无奈地说，“作为家长能
做的都做了，能不能考上就看
她自己的造化了。”

家长手写十多页“报考攻略”

为了陪孩子艺考，来自烟
台的孙先生直接把家里的店铺
关门歇业。

身高180厘米、体重70公
斤，孙先生的儿子是个不折不
扣的帅小伙，但作为模特专业
的艺考生，孩子的身高和体重
并不占优势。

“这三天就吃了两个鸡
蛋。”谈起孩子的饮食，孙先生
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孩子太
不容易了，过年什么都不敢吃，

老师还嫌他胖了。幸亏是男孩，
如果是女孩要求更高。”

谈起孩子的艺考之路，孙
先生既心疼又生气，心疼孩子
艺考的不容易，生气孩子文化
课不用功，只能通过艺考这种
方式来圆大学梦。

“我们不想让他学模特，但
劝不住，只好随他去。”孙先生
说，自己是很传统的人，更希望
孩子将来能够学金融、通讯、建
筑等这些学科，“即便是他这次

考试过了，我也不希望他将来
去做模特。”

虽然对儿子的选择并不认
同，孙先生这次还是陪着孩子出
来奔波考试。他告诉记者，孩子反
对家长陪考，但自己放心不下。

“哪怕就是帮他看看路线、
订订酒店也行。能帮一点是一
点，让他全力以赴去考试。”孙
先生说，“这次元宵节也不回家
了，这是我们爷俩第一次在外
面过元宵节。”

为陪孩子艺考把店铺都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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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艺术学校考场外，两位家长在交流报考的学校。 记者 郭春雨 摄

□记者 张鹏 郭春雨

对于艺考生来
说，他们通往大学的
路并不比普通高考生
轻松，甚至更难。当
大部分家长在为孩子
的奥数、英语等学科
“砸钱”时，艺考生
的家长们同样要为孩
子的艺考之路付出不
少心血：接受专业培
训、购买教材用具、
往返各地报考，甚至
不远千里寻访名师

“指点”，只为孩子能
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
出。记者探访发现，
每个艺考生背后，陪
考家长也有着很多感
慨，“心疼”、“花钱如
流水”、“折腾”是出现
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
词。

家长手写的报考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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