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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培养知识产权人才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培养创新型人才、尤其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主要配套
工程和重要实践路径。
温家宝总理2004年6月指出：“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竞争手段，也势必是未来时代的主要博弈工具。
我国正在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科教兴国，知识产权是根；人才强国，知识产权是神；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是魂。
当代中国的科技进步、经济振兴、文化繁荣和贸易发展、外交斡旋都躲不开知识产权，也都离不开知
识产权。
因此：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既是我国当务之急事，也是我国长远之需求。
　　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6月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
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以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需求作为基准，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
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不断发展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努力形成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生动局面。
”而知识产权制度正是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的最优化模式，知识产权运作正是用事业凝
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的最重要资源。
创新型国家需要依靠知识产权顶天立地与继往开来，创新型科技人才需要依仗知识产权披荆斩棘与保
驾护航。
在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知识产权既是加速器和护身符，又是地雷阵
和紧箍咒。
可以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尤其在于培养与扶植创新型科技人才，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造就和发挥
尤其在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营。
而知识产权人才其实也是创新型人才之一，是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架桥铺路、保
驾护航的工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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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培养知识产权人才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培养创新型人才、尤其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主要配套
工程和重要实践路径。
《中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研究（第2辑）》主要收编了2007年和2009年由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人才
培养委员会、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和上海市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和第四届中
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各位知识产权专家和青年学者的发言和论文，全面探讨了我国知
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教学安排、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条件建设、知识产权学科整合和建设等涉
及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具体内容及各类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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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中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建议书2007中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研讨会会议记录中国高校的
知识产权教学研究机构及其人才培养模式对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研究高校在知识产权
人才培养中的定位知识产权专门人才培养的思考与经验知识产权管理专业与人才的胜任力上海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的若干举措及其体会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若
干重要问题之探讨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探析我国知识产权专业人才资格认定中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
究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模式知识产权的学科地位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
探析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现状和建议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知识产权文化
建设与高等教育改革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学校教育探究高校知识产权教学模式中的问题研究论高校本
科生知识产权法课程的设计知识产权本科实践性教学的思考知识产权法教材建设创新研究试论科技法
与知识产权法之关系及两者在高校教学体系中设置之设想专业复合型知识产权本科人才培养的教学探
讨在法律硕士中培养知识产权人才的思考专利法批判性回应式教学研究知识产权管理：一门课程的建
构高校急需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养企业知识产权人才的管理研究理工科高校知识产权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的思考理工科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思考中医药知识产权基础教程建设新进展关于国外大
学工科院系开设知识产权法课程的设想与实践的调查德国慕尼黑知识产权法律中心法律硕士培养模式
日韩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情况简介大学生知识产权认知水平现状分析及教育措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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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未来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未来世界的知识产权竞争，主要在于知识产权人才的
竞争。
2008年春颁行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已经将“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我国七大战略
措施之一，强调“建设若干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
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师资队伍。
设立知识产权二级学科，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知识产权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
大规模培养各级各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重点培养企业急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中介服务人才”等。
2008年秋以来的国际金融海啸进一步加重和提升了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迫切性和使命感。
值此第四届中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研讨会召开之际，为积极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
施，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建议国家及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尽快制定落实《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战略措施的专项计划和筹措专项资金，积极推进和提升高
校在职、在学知识产权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
　　（2）建议把知识产权内容列为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推广工程硕士已
经设立知识产权必修课程的有效经验，逐步将知识产权类课程列为理工科和文科各专业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必修课程。
　　（3）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允许知识产权法专业或者知识产权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参加专利代理人
资格考试。
　　（4）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尽快增设知识产权法为法学二级学科，增设知识产权管理为管理学
二级学科，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尽快设立相应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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