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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25周年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30周年之际，《知识产权软
科学研究系列丛书》出版发行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蓬勃兴
起，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应运而生。1980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前身—
—正式成立，全面负责专利制度的筹建工作。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实施，它标志着我国当代专利制
度的正式建立。3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并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6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战略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
要更多地从改革开放和自身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和社会需要出发，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
。　　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是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十年来，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始终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紧密
围绕知识产权中心工作和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国际国内形势的新特点等主题，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促进知识产权事业
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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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论》内容简介：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必须有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作保证。为此，必须发展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中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论》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
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发展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的战略意义，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的
社会需求，知识产权的经济属性与价值，知识产权的学科定位，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
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建设、教学改革，知识产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管理的
改革，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发达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
示等。
《中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论》可供知识产权人才管理者和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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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产权，是指专利技术研究开发、商标设计、版权创造、植物新品种研究开发、软件研究开发
、计算机集成电路研究开发、技术秘密研究、品牌培育等知识财产的权利。知识产权人才指从事知识
产权创造、管理、应用和保护的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员。知识产权高等教育指高等院校对知识产权人才
的培养。　　知识产权人才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知识产权人才的知识特点为：多层复合多科交叉。
其知识结构由理、工、农、医、文基础知识，知识产权专业基础知识，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经济
学、知识产权管理学、知识产权情报信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等专业知识所构成。第二，知
识产权人才的能力特点为：法规性、专业性、实务性。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人才，要具有把握国
内外知识产权形势前沿和知识产权管理、执法的宏观管理能力；专利审查人才要具有专业洞察、创新
判定、法规适用的专业技术能力；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人才要具有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应用、保护
的综合运用能力；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人才要具有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应用、保护的综合保障能力；
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要具有知识产权科学研究和战略谋划的知识产权领域领导能力。第三，知识产权
人才的素质特点为：战略意识、市场意识、科学意识和法规意识。知识产权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知识
产权人才必须善于从政治、大局和战略上考虑问题。知识产权的落脚点是运用知识给国家创造财富，
知识产权人才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市场运营意识。知识产权的认定要遵循科学和法规要求，知识产权
人才必须具有法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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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快递及时，正需要
2、就是数据有点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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