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88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新闻热线：（010）67550709 电子信箱：wangyinsheng@rmfyb.cn2025年 7月 14日 星期一 周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 王银胜 见习美编 穆 依

［采 风］

安徽合肥安徽合肥：：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张 敏 蒋元媛 文/图

“这个园区目前已经成功招引
3 家国家高新光电信息企业，其中
一家企业在 2024 年‘创响中国’安
徽省创新创业大赛全球总决赛中荣
获三等奖，可以说已形成高质量、高
技术光电信息产业园集聚地。”合肥
市肥西县运河产投·光电产业园负
责人介绍道。

回望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萧
瑟与沉寂。

安徽某光电科技公司位于合肥
市肥西县经开区核心区域，原本发
展势头良好，并规划建设高新技术

“光电产业园项目”。
2021 年初，因股东债务问题

引发“一房二卖”等问题，导致司
法查封、矛盾迭出，企业陷入严重
的经营困难和财务危机，已建厂房
大量闲置、土地严重低效，园区发
展面临困境。

“鉴于项目地理位置优越，市场
前景较好，具有较高的盘活空间，
2023年 3月，我们受理预清算登记，指
导临时管理人展开清产核资工作，但
因无意向投资人且股东内部矛盾较
大无法和解，最终裁定受理破产清算
申请。”肥西法院法官刘薇薇介绍说。

因涉及空置土地恢复建设、已
售厂房办证及后续管理等问题，公
司资产整体处置市场接受度较低，
面临资产大幅贬值风险，如何才能
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成为了刘薇
薇萦绕在心头的一大难题。

合议庭多次前往破产企业现场
进行实地查勘，并与政府对接，数次
开展府院联动专题会议，研讨项目
未来发展前景及资源整合规划。

经过努力推进，2024 年 5 月 28
日，该公司名下土地、厂房等不动产
资产包成功挂网公开拍卖，由属地
国有企业以资产评估价竞拍成交，
释放被“冷冻”优质土地资源 30.53
亩、建筑面积 6.2万平方米。

“笼子”不仅要腾出来，还要修
整得更加“宜居”。

“为了能尽快让入驻企业正常
经营，我们和肥西县政府在办理交
接手续时，同步推进前期入驻企业
办证问题，并开展厂区内空置厂房
检修及临时建筑物保护性拆除等工
作。”该案的破产管理人表示。

“黄金宝地”吸引着优质企业接
踵而来。一家致力于从事防务产品
研发制造的高科技创业公司成为这
片热土上的新成员。

2025 年 3 月，春风拂面，站在产

业园的入口的刘薇薇，望着来来往往
的人群和车辆，目睹这座产业园迎来
新的春天。

从破产到“破茧”，从重整到重生，
庐江县的一家企业也感同身受。

“这机器轰鸣声，听着真带劲。”
2025 年 6 月，庐江县人民法院法官李
革会回访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时，望着厂房里运送秸秆的传
送带感慨万千。谁能想到，眼前这个
热火朝天的生物质发电企业，曾在破
产边缘苦苦挣扎。

庐江凯迪公司是一家以焚烧秸秆
等农林废弃物为主的生物质发电企
业，本是绿色能源“潜力股”，因经营不
善导致生产线停摆，陷入困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提议重整
的呼声很高。庐江法院迅速行动，会
同庐江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庐江
凯迪公司管理人、债权委员会成员、债
权人代表多次讨论、磋商，并向相关专
业机构咨询论证，形成《庐江凯迪重整
可能性报告》。

然而，现实比预想更残酷。近三
十家意向投资者考察后，都因资金投
入等原因望而却步，重整工作陷入僵
局 。 承 办 法 官 与 管 理 人 化 身“ 联 络
员”，一家家走访、一对一解释，以耐心
解答获得债权人理解。

转 机 来 自 府 院 联 动 的 创 新 破
局。庐江县人民政府同意将高新区
热力集中供应特许经营配置于庐江
凯迪公司重整架构之中，并对庐江
凯迪公司现有设施设备进行技术改
造 ， 实 现 热 电 联 产 。 2024 年 5 月 ，
由合肥热电集团托管运营的庐江凯
迪能源重整项目在完成生物质供热
改造后，正式投入运行。

作为合肥首个生物质集中供热发
电项目，燃烧秸秆产生的蒸汽，既点亮
了万家灯火，又温暖了工业企业。

这场司法与企业的“生死救援”，
不仅让濒危企业重获新生，更书写了
司法护航绿色发展的生动篇章，为困
境企业破局提供了鲜活范本。

近年来，合肥中院充分发挥府院
联动机制作用，先后与合肥市税务局、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出台 10 余份
文件，深度推进执破融合工作；出台

《关于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破产审理
方式的实施方案》。2022 年以来，合
肥市两级法院成功重整、和解破产案
件 103 件，清理“僵尸企业”699 个，盘
活土地、房产 370 余万平方米，妥善安
置职工 6300 余人，得到了政府、市场
和企业的充分认可。

从新型显示到集成电路、从人工智能到新能源汽车、从量子信息到空天
技术，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逾万户、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1.3万户、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248家……合肥这座创新之城，致力于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领跑者。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两级法院聚焦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需求，充分
发挥司法审判职能，靶向发力，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5 年 6 月 5 日，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
院主导的全国首个新能源产业司法保
护基地在长丰县落地。

近年来，长丰县聚焦打造“世界级
新能源汽车城”，成功构建起上下游完
整的产业链。2024 年，长丰县新能源
汽车产业规模突破 1300 亿元，整车产
量达 95万辆，位居全国县域之首。

“设立合肥（长丰）新能源产业司
法保护基地，通过宣介标识、研究基
地、巡回审判点、法治公园四项具体载
体，旨在针对新能源产业特点提供专
业化司法服务、协同化保护合力等措
施，在源头上为新能源产业降低维权
成本、减少法律纠纷。”合肥中院院长
许徽介绍说。

“合肥（长丰）新能源产业司法保
护基地如‘法治能量站’，彰显了合肥
法院服务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动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合肥荣事达电
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保春这
么评价道。

合肥中院紧贴新能源产业司法需
求，开通诉讼服务涉企绿色通道，加大
对新能源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
权、商业秘密的司法保护力度，制发

《新能源企业法律风险提示手册》，定
期发布涉新能源企业纠纷法律风险防
范报告。长丰法院专门出台《关于助
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县建设的八条司
法举措》，为涉新能源企业提供全链
条、全流程司法服务和保障。2022 年
以来，长丰法院共办理涉及新能源产
业诉讼案件 200余件。

这是合肥市两级法院服务保障合
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缩影。

“当新质生产力重塑发展格局、创
新 驱 动 成 为 核 心 引 擎 ，司 法 如 何 破

题？”许徽认为，“创新是合肥的‘金色名
片’，合肥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
级。合肥法院不断适应‘新’变化，积极
探索创新审判机制，以司法服务‘新动
能’助力新质生产力‘新发展’，实现法院
工作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更深远的影响来自对发展新质生产
力司法保障机制的完善。2024 年 11 月，
合肥中院出台《关于助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十条举措》，对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完善创新涉企审判工作机制、提升
司法服务效能等内容作了明确。为尽可
能减少执法办案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
影响，发布《合肥法院涉企案件经济影响
评估工作指引（试行）》；连续 6 年发布合
肥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不
断明晰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
业知识产权案件司法裁判规则。

针对营商环境“痛点”“难点”“堵点”，
切实为企业诉讼降本增效，肥西县人民法
院承诺办好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及时
兑现胜诉企业合法权益、发挥司法功能挽
救危困企业等依法服务企业十件实事。

如何构建助力企业创新动能涌流、
发展活力迸发的法治生态？合肥市两级
法院不断优化涉企审判工作机制，设立

“科创企业司法服务绿色窗口”，提供一
站式服务；搭建数智化平台，拆解涉新质
生产力案件办理流程，规范科学设定节
点办理；组建快审团队，优化审判流程，
减轻企业诉累；加强法律风险预防研判，
向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围绕合肥“芯
屏汽合”“急终生智”战新产业集群，设置
专业化调解站点，探索多元解纷机制；探
索建立“诉前财保”常态化机制，推行远
程线上同步采取在线保全、解除措施，大
幅提升金融案件诉前财保效率……合肥
市两级法院用一项项务实举措，精准呼
应企业发展的“核心需求”。

厚培法治沃土 促推“新”兴向荣
2024 年 11 月，合肥中院合肥知识

产权法庭成功调解一起“搬家软件”未
经授权爬取某电商平台商品数据的不
正当竞争纠纷。

法庭经审理查明，合肥某公司采取
绕过平台反爬措施及验证机制等不正
当技术手段，未经授权使他人能够访问
并复制搬运某电商平台数据至其他电
商平台，削弱了用户对该平台的依赖程
度、分化了该平台应有的市场关注度、
攫取其本应获得的流量收益和交易机
会。法庭认定合肥某公司的行为构成
不正当竞争行为。经过法庭调解，合肥
某公司支付某电商平台 9万元。

“原告为商品数据的收集、存储、
维护、管理和保护投入了大量的成本，
该电子数据集合具有超出原始信息内
容的增量价值，为其带来经营收益和
竞争优势，依法应当保护。”合肥知识
产权法庭副庭长许琛说道，“被告通过
制作并销售可以一键爬取搬运相关商
品数据至其他网络购物平台的软件，
侵害了原告的数据权益。”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生
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基础，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能。“该案件中，法院依法保
护了经营者数据权益和软件数据安
全，对推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促进
产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创新具有积极意
义。”人民陪审员李延平评价道。

医疗器械领域技术创新壁垒高，
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需要知识产权保
护保障创新主体权益，激励持续研发
投入，推动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

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受理了一起涉
及 医 疗 器 械 的 知 识 产 权 侵 权 纠 纷 。
原、被告均是医疗智能设备的研发及
生产企业，合肥某光电公司向法院起
诉，提出合肥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三项涉及口腔
CBCT 设备及 CBCT 图像拼接实现结
构的专利申请材料中记载的发明人均
为其离职员工，且专利的创新技术点
均与发明人在原告工作内容相关，请
求判决案涉专利的申请权、专利权均

归属于原告。
考虑到纠纷涉及高端医疗影像设

备，专业性较强，为高质效进行案件审
理，合肥知识产权法庭邀请曾荣获安徽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并多次参与
制定机械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合
肥皖液液压元件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其
俊作为本案的技术调查官，参与现场勘
验和案件庭审。最终，合肥知识产权法
庭一审判决确认诉争专利申请权及专利
权权属归原告所有。宣判后，被告不服
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
原判，确认上述权利全部属于原告。

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合肥中院早有
探索。合肥知识产权法庭集中审理全省
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面临
着案件专业技术强、审理难度大的现实
挑战。为此，合肥中院早在 2018 年就制
定《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智库专家管
理办法》，组建专家人才库，结合案件具
体情况，邀请相应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
为案件审理提供技术咨询。

为续聘专家并扩充人才库，2025 年
4 月，合肥中院再次聘任 40 名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入职”成为知识
产权案件兼职技术调查官。

“2018 年至今，我们已在 240 余件案
件中引入了技术调查官和智库专家参与
案件审理，为新领域技术事实的认定提
供了有力支撑。”合肥中院副院长、合肥
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张勇说，合肥法院遴
选出 182 名智库专家、80 名技术调查官
组建专家人才库，有效解决了知识产权
案件事实查明认定难这一问题，增强了
法官办案的底气，提升了办案效率和司
法公信力。

合肥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首
批建设城市，聚焦这一发展战略，合肥中
院还积极拓展“朋友圈”，与合肥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共同出台《推进合
肥市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加强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二十条》，构建完善具
有合肥特色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
高质量服务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助力打
造具有合肥特色、辐射长三角的全国知
识产权保护样本城市。

服务创新发展 助力向“新”而行 推进“腾笼换鸟”企业焕发新生

▲合肥中院院长许徽 （右三） 深入企业调研。

图①：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干警对一起计算机软件案件进行证
据保全。

图②：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在庭审中查看被诉侵权产品。
图③：肥西法院法官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图④：长丰法院召开服务新质生产力企业家恳谈会，为企业

把脉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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