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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引入专利实务提升
工科学生知识产权素养的探讨

张春红　何亚莉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　新工科建设正在改变高校教与学的行为，高校必须探索加快培养创新创业工程科技人才的新机制，通过

为大学生开展各种科技创新和创业实践活动，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创业大军。大学生尤其是工科学生的

初创项目，通常选择自己的科研成果，实践中往往因缺乏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没有对成果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而失

去市场先机，甚至造成侵权。本文通过分析高校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现状，讨论了工科教学引入专利实务的重要意

义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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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自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以来，大学生的

创业热情不断高涨，据《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

统计，创业者最多的年龄段是 19~23岁，峰值为 20岁，

在校大学生占比 43.6%。大学生高占比的创业数据，充

分说明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创新创业热情，并具有付诸

实际的行动力。

随着创新创业工程的深入开展，教育部启动了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工程，新工科改革旨在面向当前和未

来产业发展急需，培养新型卓越工程师，服务和支撑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工科学生的创业灵感往往在科研学习过程中产生，

他们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对新技术有旺盛的好奇心，

善于借助学校支持开启创业之门，但很多学生因缺乏

知识产权相关知识，在创新创业过程中不尊重别人的

知识产权而违法，或是不懂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失

去竞争力。为了提高创新创业质量，高校应该加强大

学生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详细解析专利“生产 -利

用”全流程，帮助大学生创业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从而提高创业就业质量。

1 高校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现状

现阶段，高校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

式：一种是法学专业针对法学生开设的知识产权相关

法课程 [1]；另一种是高校图书馆开展针对全校学生开展

的知识产权讲座或系列活动。前者不适合要求工科生

系统掌握，后者则存在教学内容针对性不足、理论与

实际相脱节等问题。

1.1 工科学生获得知识产权教育的机会具有

偶然性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规定 [2]，高校知

识产权信息相关培训和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由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担，该中心一般设立在高校

图书馆。

鄂丽君等 [3]调研了 77家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有 49家采取专题培训、讲座或“知识产

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其中 7家

高校图书馆开设《知识产权与专利情报》《专利信息

分析》等选修课，但针对工科学生保护科研成果需求

的课程没有成熟案例可供参考，意味着工科学生提升

知识产权素养的方式是随机的，要求大学生具备主动

学习意识，关注图书馆相关活动公告才能获得。一般

来说每次讲座、选修课的参与人数 50~200人不等，与

普通高校几千本科生人数相比，受众太少，所以光靠

讲座和选修课传播知识产权知识无疑是杯水车薪，无

法满足培养规模宏大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的需求。

1.2 知识产权教学安排与工科学生信息需求

不匹配

高校图书馆开展的知识产权系列活动、公众号推

文介绍等 [4]，提供的是碎片化的通识类信息，部分参与

者直言参加活动时只是在网络上搜索答案，即便当时

有兴趣也因为找不到由点及面进一步学习的渠道，参

加完活动后就放下了，而公众号文章往往因无法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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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性和趣味性，不能吸引广泛关注和讨论，传播知

识的作用有限。

部分图书馆开设面对全校学生的公选课，但因授

课形式和课程考核方式限制，只适合讲授普适型的内

容，比如各国专利号特点、专利分类方法、专利数据

库使用介绍等。

当前，国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对工程科技人才

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工科建设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更强调细化创新创业素质能力要求，而良好的知识产

权素养是提高创新创业素质能力的重要一环。

工科生不但要对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

识产权相关法律有基本了解，还要学会如何用知识产

权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更要具备规避

专利侵权、判断专利申请时机、选择申请专利还是采

用技术秘密保护、利用专利布局制造技术壁垒等专利

实务能力。

因此，工科生在学校获得的知识产权信息与他们

创新创业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知识产权知识是脱节的。

2 工科学生掌握专利实务的意义

工科学生是卓越工程师的后备人才，是创新创业

建设的主力。大学生首选的创业项目通常是自己的科

研创新成果，科研成果的重要产出包括论文和专利，《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 [5]，学生发表

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

目前科技论文写作课在大部分高校都会分专业开设，

针对性专业性更强的专利实务课却一直缺位，必将影

响创新创业工程的顺利开展。

2.1 引入专利实务有助于启发工科学生的创

新思维

新工科建设正进入扎扎实实的新阶段，以实践促

应用是工科教学的根本。专利实务课程通过专利撰写

练习，启发学生思考现有技术的不足，深入技术细节

并拓展技术交叉思路，切实理解专利的新颖性、创造

性和实用性，提升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认同度，积极参

与创新思考和实践。

2.2 引入专利实务有利于保护工科学生的创

新活力

大学生思维活跃满怀激情，但把想法落到实处时

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感觉备受打击失去信心。

专利实务课引导学生细化思维步骤，打磨灵感一现的

思维火花使其具象化，促进研发的结果化，让学生保

持科研热情学有所得学有所成，激发创新潜能主动探

索技术难题。

2.3 引入专利实务能提高工科学生的创业就

业质量

与普通民事侵权相比，知识产权侵权有成本低廉、

实施便捷、维权难度大等特点 [6]，大学生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主要风险包括不小心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或

是没有对自己的科研成果做好必要保护变成了为他人

作嫁衣。专利实务讲授的专利布局规划、专利侵权答辩

等内容，能提高大学生的主动保护意识，学会判断侵权

范围界定，在创业起步阶段做专利侵权主动检索规避法

律风险，在新产品研发、成型、商品化等阶段做好专利

布局，构建技术壁垒阻止竞争对手，提高创业成功率。

工科生通过学习强化了行业思维拓展了产业视野，

激发主观能动性勇于打通科学研究到技术实现的障碍，

成为行业特色鲜明、与产业联系紧密的工程人才，才

能更快适应创新型社会需要，提高就业质量。

2.4 引入专利实务有益于高价值专利培育

专利实务的专利转移转化课程通过讲授专利许可、

转让、质押、融资等知识，让大学生了解专利的资产

属性，明白好的技术必须配合好的权利要求撰写才能

体现出技术的真正价值，杜绝“垃圾专利”，强化大

学生撰写高价值专利的信心，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科研

成果完成度，切实将科研构想落实到技术实现，并致

力于提升研发技术的高度和难度为高价值专利背书。

3 新工科人才培养引入专利实务的建议

为满足工科生的知识产权素养培育需求，应该在

工科各类专业中开设有针对性的专利实务必修课。

3.1 专利实务课程设置应服务新工科建设和

创新创业改革

新工科教育的目标是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域人才

培养 [7]，专利实务课程设置应统筹考虑“新的工科专业、

工科的新要求”嵌入教学，作为工科生的通识必修课，

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讲授内容涵盖专利“生

产 -利用”全流程。工科生申请的专利一般属于机械、

化工、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专

利（特指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撰写方式差异很大，必

须针对性地为不同专业（学科）开设专利实务课，教

学模式采用理论、案例、实践等相结合，强化大学生

对知识产权的认知。

专利生产阶段主讲专利撰写、专利挖掘和专利布

局。很多科研工作者习惯委托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代为

申请专利，提供技术交底书给代理师，由代理师代为

设计保护方案撰写权利要求书，这样做有很多弊端，

代理师的专业背景、工作经验会影响其对科研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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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了达到授权目的，代理师可能会把权利要求

书的保护范围设置过窄，或是把本该作为技术秘密保

护的内容写进申请文件里，导致核心技术泄密，因此

在大学阶段让工科生掌握专利撰写技巧，学会把科研

成果以合适的方式公开以谋求最大保护是非常关键的。

专利挖掘的讲授应侧重于发掘创新点，本科阶段处于

科研思维萌芽期，稚嫩的科研工作者往往会由于眼界、

阅历的局限，赋予创新活动和科研成果太多光环，忽

略了创新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由多次小改进积累和

叠加而成，每一种对现有技术的改进方案都值得打磨，

专利挖掘课能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引导学生探索技

术分支，在每个微小的创新过程中强化自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逐渐形成创新思维。专利布局

的讲授侧重于引导学生思考技术发展规律，强调知识

产权保护的前瞻性和广域性，让学生基于科学理性大

胆拓宽思路展望未来，勇于挑战跨学科、交叉学科，

以产品化、市场化、商业化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科研成

果和科研预期，逐渐养成创业者思维。

通过专利申请策划实践，大学生能够分辨科研创

新成果与专利保护成果之间的区别，能够发掘创新成

果并规划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合理使用知识产权文件

撰写技巧和策略，既能享受到专利制度“公开换保护”

的权益，又能把核心技术秘密隐藏起来，以保证创业

的竞争优势。

专利利用主要讲授专利转移转化以及专利实施概

念，通过经典知识产权案例分析，增加大学生对知识

产权的感知度。实践阶段通过模拟专利许可、转让、

质押、融资等知识产权交易过程，让大学生对科研成

果的知识产权价值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加深对“好

专利”重要性的理解，认真对待科研产出，打好创新

创业基础。

3.2 完善学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

高校应完善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设置合理的

创新创业指标，建立并完善学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

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将专利实务纳

入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综合理解应用能力的范畴，给

知识产权成果赋予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

积累与转换制度。

教学方案设计注重综合性项目训练，结合专业强

化实践，给予专利和论文同等程度的重视。鉴于很多

创新成果为了抢占先机和市场，必须“先专利后论文”，

对工科生的毕业设计不应该采用单一认定指标，要综

合考察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推进教学、

科研、实践紧密结合 [8]，激发工科学生技术创新潜能，

培养出适应创新型社会发展需要的工程人才。

3.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水平的教师团队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高校
应整合校内外实践资源，组建专业的专利实务教研团

队。由于我国 2012年才正式开设知识产权本科专业，
而且该专业授予的是法学学位，当下各高校图书馆的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普遍缺乏专利实务师资，要组

建专业教研团队必须两条路同时走，一方面根据专利
实务教学方案要求对时任教师进行针对性的进修培训，
强化专利撰写水平，增加知识产权维权经验；另一方

面邀请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资深代理师、科技企业的
知识产权顾问（IPR）、知识产权律师、法官等做兼职
教师 [9]，充实专利实务教师队伍。

新工科致力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人
才培养改革，工科学生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引入专利实务
能够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尽早培养

学生的产业眼光，使毕业生的能力符合社会人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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