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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创业是基于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活动，但在“双创”升级和高职院校“双高计划”

建设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的知识产权教育发展明显落后于创新创业教育。通过剖析高职院校“双创”

教育与知识产权教育现状的不足，提出应将知识产权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并参照“专利代

理师”等职业资格标准与能力要求，科学制定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构建、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及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以提升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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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 2014 年李克

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

创”)以来，创新创业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和更深程度推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度融合起

来。2018 年 9 月 18 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推动

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

见》(国发〔2018〕32 号)强调，“强化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培训，把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课程

纳入高校必修课体系”[1−2]。近年来，高校围绕

着“双创”人才培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新创

业教育，构建了我国多层次创新创业链的重要一

环[3]，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创新创业教育

在我国作为一种新的教育体系和实践方式，其教

育模式仍在摸索中。作为高校创新创业素质教育

核心内容的知识产权教育[4]，则明显滞后于蓬勃

发展的创新创业教育，二者的发展步调并不一

致，而高等职业院校在知识产权教育方面几乎是

空白的[5−6]。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我

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创

新创业是基于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活动
[7]。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创新创业和知识产权专业

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8]，因此，在

“双创”升级和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背景

下，探索高职院校如何把知识产权教育融入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中，促进高职人才综合能力的提升

与职业素养的培育，满足社会、行业、企业及个

人发展需求，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也符

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的需要[9]。 
    一、高职“双创”教育融入知识产权教育的

意义 

    首先，知识产权教育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创新创业意识，以及指导高职院校学生

在从事科技和知识创新与创业过程中，加强自主

科技创新，培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让学生了

解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积极参与行业与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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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知识产权教育有助于优化高职院校学

生的创新创业知识结构。结合专业需求与特点，

通过面向高职大学生开展知识产权教育—— 以
知识产权理论知识与制度讲授，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技能训练为主要内容，

其系统性和综合性较强—— 既能让学生构建合

理的知识结构，又能引导学生时刻注意保护自身

创新创造的智力成果。 
    最后，知识产权教育有助于高职大学生规避

“双创”过程中的相关法律风险，妥善解决相应

纠纷。不管是在高新技术领域，还是在进行“智

能化”技术升级的传统行业，大学生在创新创业

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和纠纷，

比如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被他人侵犯知识

产权。若大学生没有接受过知识产权教育，知识

产权应用意识薄弱，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不足，在

创业初期容易遭遇相应的法律风险。而知识产权

教育能较大程度上减少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侵

权或被侵权的现象，并可帮助大学生妥善解决相

关的法律纠纷。 
    二、高职“双创”教育与知识产权教育现状 
    美国非常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实践

能力的培养。早在 1947 年，美国哈佛商学院就

开设有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至今已有超过 1 800
所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超过 2 500
门，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20 世

纪 70 年代以后，德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

国的高校也相继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其中，包括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许多高校还在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融入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

内容。而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和知识产权教育仍处

于起步阶段[9−12]，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创新创业

和知识产权教育工作初见成效。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知识产权相关从业人员已近 87 万人[13]，但

与社会对知识产权创新人才的需求相差甚远。以

专利代理行业为例，2020 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达

519.4 万件，共审结 452 万余件，专利授权量为

363.9 万件[14]，而截至 2020 年底，我国获得专利

代理人资格的为 53 090 人，执业专利代理师仅有

23 193 人[13]。万人专利代理团队处理百万件专利

申请案件，任务之艰巨揭示了知识产权人才供需

的严重失衡，因此，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

高校理应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力度。 
    (一) 教育理念较落后，教学目标不够明确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开展创新创业和知识

产权教育的思路和措施都比较保守，在认识上存

在一定的偏差。虽然有些高校在尝试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但具体的培养

目标和要求并不明确，且对知识产权的教育不够

重视，认为知识产权教育属于法学专业的精英化

教育课程，意识不到知识产权专业教育与普及教

育是两个层次，导致知识产权教育的培养目标定

位不准。有学者[15]曾对 500 名理工科学生做过问

卷调查，发现有 73%的学生从未接触过知识产权

相关知识，甚至有 14 人从未听说过“知识产权”

这个词。我国在非法学专业开设知识产权课程

的高校不多，独立开设知识产权必修课的高职

院校更是屈指可数[9, 16]。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创业教育目标是培养一

线创新型职业技能人才，知识产权教育的重点则

是培养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方

案和目标上，不应忽视对高职学生的知识产权普

及教育。 
    (二) 教育内容单一，实践性有待加强 
    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与知识产权教育

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训练

等问题，且两者相对割裂，没有相互融合的统编

教材。创新创业教育偏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创业意识，而忽略对自主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

和管理，这将为学生未来的创新创业发展之路带

来风险。高校开设的知识产权课程主要包含知识

产权概论、专利法等理论知识，沿用的是单一的

《知识产权法》等专业教材，较少涉及知识产权

案例分析、专利信息检索、专利代理实务等实践

内容，缺乏系统性和专业针对性[17−18]。在倡导“双

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偏离实践能力培养

的知识产权教育，势必难以适应现实需求。 
    (三) 教学方法创新不足，不能适应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的需要 
    创新创业与知识产权教育主要采用课堂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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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法，并偶尔举行与“双创”和知识产权相关的

讲座活动，但“填鸭式”的课堂教学方法难以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学习效果很难得到保证。此外，

适用于创新创业与知识产权教育的教学实验室、

检索实训中心等软硬件设施匮乏，无助于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四) 师资力量薄弱、能力有限 
    与创新创业相关的知识产权教育实践性极

强，涵盖了法律、科技、管理、经济等多学科领

域，要求任课教师不仅具备深厚的知识产权理论

功底和实务经验，还需要对相关专业的创新创业

项目有一定了解。但在现实中，首先是创新创业

教育师资力量不足[19]；其次，在开设知识产权课

程的高校，知识产权专职教师为数极少，多由知

识结构较为单一的法学专业教师授课。因此，承

担创新创业和知识产权教学的教师，其知识储备

和实务技能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高职“双创”教育融入知识产权教育的

具体措施 
    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可助推创新创业人才的

培养[4]。在“双创”升级背景下，应该注重高职

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教育，而在将知识产权教育融

入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时，有必要深入探讨人才培

养目标的制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的改

革和师资能力的提升等问题。 
    (一) 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 
    截至 2020 年底，在我国知识产权相关从业

人员中，约 75.4%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历

偏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执业专利代理师则

高达 94.5%[13]。这是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将知识产

权教育定位为精英教育的显性后果，也说明现阶

段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与实际的行业需求仍

是脱节的。在我国市场中，数量最多、最具活力

的企业群体毕竟是中小企业，其对普通知识产权

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各细分专业领域的知识产

权创造型和服务型人才(如专利工程师)的需求，

更为强烈。因此，在落实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基

础上，高职院校除了要将学生的创新思维养成和

创业意识培养融入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外，还

应结合中小企业对普通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对

学生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另外，学校应该从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入手，落实知识产权教育的目

标。学校在制定方案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暂时

无法新开设独立的公共必修课，但可以将知识产

权内容融入创新创业课程教学中，或者通过实施

“创新型项目”的方式，为部分对创新创业和知

识产权感兴趣的学生单独授课。在制定高职理工

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时，学校应着重以培养专

利实务型人才为目标，参照“专利代理师”的

职业资格与能力要求，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与方

案[20]。学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学生实

践技能的锤炼，在人才培养的方式中应注重政、

校、行、企的协同合作，以期日后为企业和社会

输送高质量的专利实务与创新管理技能人才。 
    (二) 加强“双创”教育和知识产权教育的师

资管理和培训 
    创新创业和知识产权都是非常注重实践的

学科，但现实中同时掌握这两门学科内容的教学

人才非常少。针对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已明确指出，“将提高高校教师创

新创业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作为岗前培训、课程轮

训、骨干研修的重要内容”[21]。高职院校应鼓励

教师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到企业、知识产权代理

机构、法院等实务部门参加培训与交流学习，并

建立专业教师和创新创业专职教师到行业企业

挂职锻炼的相关制度；还可以定期召开跨专业、

跨学科的创新课程研讨会，以便教师进行交流学

习，提升其自身的实务经验和教学能力；也可以

邀请优秀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和高层次知识产

权人才，以及实务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工作者，

如专利代理师、专利审查员、知识产权律师、政

府或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等，组成高职院校

的兼职或全职师资队伍。高职院校在组建师资

队伍时，应优先挖掘校友资源，形成结构稳定、

能力较强的高水平复合型教师队伍，构建专业

化、职业化和多元化的导师人才库。 
    (三) 完善创新创业和知识产权课程体系 
    为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高校应把知识

产权教育融入“双创”教育体系中，使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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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成为创新创业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根据高职院校的不同专业背景，开设学生职

业发展所需要的个性化课程，以差异化教学方

式，提高学生在自身专业方面的创新创业能力，

进而提升知识产权教育的实效性。例如，高职理

工科专业可定位为培养创造型人才和服务型人

才，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可考虑将“专利代理师”

作为培养目标，并参考近年的《专利代理师资格

考试大纲》，开设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课程和民法总

则、刑法、合同法以及专利文献与信息检索、专

利代理实务等实践性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

识产权法律知识与职业基础技能，熟悉专利代理

业务流程，提高专利管理与应用水平，进而在创

新创业过程中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再比如，

包装策划与设计、产品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学生在

策划和设计相关产品时，经常涉及品牌、商标、

外观结构、包装装潢等设计要素，若学生对商标

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法律

法规不了解，容易导致侵权或违法行为，从而影

响学生的职业生涯及企业的发展。 
    (四) 创新教学方式 
    在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时代，高职教师要利用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传统的教学方式

进行革新，譬如采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以

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形式开展课程教学。教

师在创新教学方式时，还要引入“创新型项目”

与案例，让学生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创新创业

和知识产权案例进行分析。例如，教师在讲授专

利检索与专利挖掘申请的内容时，应先以企业具

体产品为例来分步讲解专利检索方法、专利撰写

技能等知识要点，然后安排学生以分组的形式，

结合“头脑风暴法”“思维导图”等创新技法，

对指定产品的技术进行专利检索、现场讨论和结

论分享，最后根据结论撰写专利申请文件，从而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通过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协同发展关系，

深化产教融合，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景与机会，进

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我国高职教育也步入高质量发

展的阶段，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高职院校应把握“双高计划”建设等时

代发展机遇，利用新思维去优化教育教学资源，

以具体的职业资格或岗位技能要求作标准，把知

识产权教育真正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促进

高职技能型人才综合能力的提升，从而满足社会

与个人的高质量发展需求，为新时代的社会建设

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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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activities based on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upgrading 
and “double high-level plan”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obviously slower than tha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proposed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a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and ability requirements such as “patent agent”,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innovative talents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innova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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