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同济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专业名称： 知识产权

专业代码： 030102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法学 法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1-07-26

专业负责人： 单晓光

联系电话： 021-65983692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同济大学 学校代码 10247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学校网址 www.tongji.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上海上海杨浦区四平路
1239号

邮政编码 200092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þ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o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þ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þ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建校时间 1907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07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3年04月

专任教师总数 2785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2111

现有本科专业数 92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357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3869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5.02%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同济大学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其前身是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创办
的德文医学堂。1996年，列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2002年，列为
国家“985工程”建设高校。目前, 同济大学已成为一所特色鲜明、在海
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综合实力位居国内高
校前列。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2017增 “海洋技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车辆工程
（四）” 、“马克思主义理论”、“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建造”、
“运动训练”，招生专业同2016；2018增 “人工智能”，招生专业加入
2017获批的10个专业，恢复“护理学”招生，停招“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2019增“海洋科学”和 “城市设计”，招生专业增加“人工智能
”。撤销“临床医学（七年制）”、“地理信息科学”；2020招生专业增
“海洋科学”、“城市设计”，停招“地质学”、“物流工程”和“电子
科学与技术”。2021年拟增“康复物理治疗”，停招“康复治疗学”。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30102T 专业名称 知识产权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法学类 专业类代码 0301

门类 法学 门类代码 03

所在院系名称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企业、法院、政府部门、律所、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等

人才需求情况

知识产权于2004年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本科专业，于2012年作为法学类的
特色本科专业列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一轮新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对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传统法学、管理学、经
济学等学科培养的知识产权人才不能满足我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交叉融合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加强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根据深圳峰创智诚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5月26日发布的
《全国知识产权人才需求分析报告》，2019年全国知识产权岗位需求数为
215876人，我国虽已经有101所高校设立了知识产权本科专业，每年本科
加上研究生估计培养1—2万名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相对于巨大的人才需求
缺口，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匮乏。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战
略的实施，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面
临挑战，兼具国际视野的新型知识产权人才较少，宽基础、特色鲜明的知
识产权人才紧缺。因此，国际化、跨学科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符合我国创新
强国、知识产权强国等国家战略和新文科建设需求。面对国际国内对国际
化、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的迫切需求，亟需改变目前专业化知识产权本科
人才缺失，打造“本—硕—博”贯通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社会上
，知识产权人才在企业、法院、政府部门、律所、代理机构、科研院所等
单位具有广泛需求。结合历年就业选择，我们面向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各级各类人民法院、知识产权行政管理
部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部门等就知识产权人才的主要去向进行了充分调
研，面向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国
内复合型高端知识产权人才紧缺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综上，同济大学
设立知识产权本科有充分的必要性、可行性，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专业发展
处于最好时机、关键节点，建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学位体系和
以国际化、交叉学科为特征的学科体系，将有力促进同济大学建成国内顶
尖、国际一流的知识产权学科，为同济新文科建设、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贡献力量。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30

预计升学人数 12

预计就业人数 18

集佳律师事务所、上海
弼兴律师事务所、上海
恒锐知识产权服务有限

公司

6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
海市浦东知识产权局、
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

局

3

上海智慧芽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

开发区
6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
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

3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历史沿革 

同济大学具有丰富的国际化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经验积累，学科基础扎

实。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学院合办的WIPO-同济大学联合

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全国唯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委托同济

大学的“中国政府知识产权奖学金硕士项目”已招生四届；已建成全英文、国际

化、实务化的知识产权课程体系，实现中外专家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设计课

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基地；已建立国

际化的聘任机制，所有师资全球招聘，严格按照国际通行评价方法对师资进行考

核。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是当前国内高校中知识产权教学研究规模最大、水准

最高、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院之一，足以胜任“知识产权”专业的教学任务和人

才培养。 

同济大学制定的专业发展规划较为完备，在规模目标、建设目标和问题意识

上均有确定的目标和解决措施；制定的专业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和课

程设置科学合理，国际化特色明显；在教师队伍、实践条件和经费保障等专业开

设的基本条件上均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知识产权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已被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基础保障。当前我国知识

产权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特别在质量上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存在着较大的市场

需求。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依照党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以培养扎根中国大地、拥有技术背景、通晓管理

和法律、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熟悉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符合未来发展需求、基础

宽广的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培养全面掌握法学专业知识，

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进一步培养潜质，能够胜任知识产权实务等需要的拔

尖创新型国际知识产权人才，面对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复杂问题具有

基本解决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标准学制为4年。按学分制管理要求，实行弹性学制，在校最高修业年限为6

年。本专业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基本学分要求 

 

课程性质  学分 比例 

通识课程 
通识必修课 34 21.38% 

通识选修课 8 5.03% 

大类基础课程  6 3.77% 

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 34 21.38% 

专业必修课 18 11.32% 

专业选修课 22 13.84% 

实践环节 35 22.01% 

个性课程  2 1.26% 

合计毕业学分  159 100% 

 

五、专业培养标准 

方面 内  容 目标要求及相应课程 

德 

1、道德修养 

2、民族精神 

3、理想信念 

4、人际交往 

5、国际视野 

6、团队合作 

⚫ 具有高度的社会正义感与责任感，树立坚定的社会

主义法治观念: 通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课程，帮助

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奠定学生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基础，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 

⚫ 拥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水平：通过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使学生具备良好

的思想道德水平；通过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

团日活动等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智 

1、数学知识 

2、自然科学知识 

3、人文科学知识 

4、专业知识 

5、为专业服务的其他知

识 

6、前沿进展知识（国内

外） 

7、终身学习能力 

⚫ 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和能力：通过法理学、宪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民事诉

讼法学、竞争法等专业必修课，以及在管理学、经

济学、科技法等学科领域多门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设

置，为学生奠定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并掌握全面系

统的专业知识。 

⚫ 掌握知识产权学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了解学

科的前沿理论与发展动态：通过知识产权法总论、



8、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 

9、逻辑思维能力 

10、现场工作能力 

11、实验室工作能力 

12、表达、交流能力 

13、通用技能（包括通

用办公技术、信息与通

讯等） 

14、组织、领导和管理

能力 

著作权法学、专利法学、商标法学、竞争法学、知

识产权国际保护、科学技术概论、法律写作等课程

的设置，培养学生科学的知识产权专业知识与研究

方法，提升其持续学习、思考和理论研究能力。 

⚫ 具备持续地自我学习、独立思考和基本的理论研究

能力：通过大学生创新训练、明理杯、博文杯等项

目，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通

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提高学生持续自我学习、

独立思考和理论研究能力。 

⚫ 掌握知识产权法律实践基本能力：通过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法律写作、知识产权诉

讼实务等课程学习，丰富学生的知识内容与知识结

构，培养学生法律实践基本能力；通过模拟法庭、

演讲、辩论等比赛，将专业知识与实践运用相结合，

全面提高学生知识运用能力。 

⚫ 掌握知识产权所必需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相关

人文学科的复合型知识：通过经济学原理、管理学

原理、科学技术概论、法和经济、财务管理、知识

产权管理、网络与信息安全法学、以及各类通识课

程和辅修课堂使学生掌握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经济、

管理、人文等相关知识，努力将学生塑造成通法律、

晓经济、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 掌握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了解法学前沿动态，具

有一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通过前

述学科基础课、专业课的设置，使学生通晓、熟悉

我国和主要外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及主要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通过知识产权诉讼实务、知识

产权代理实务、法律方法应用实验、立法和政策设

计实务、数据检索、法律文书、法律诊所等专业实

训课，以及以案说法、名案中的司法智慧与方法等

通识课的开设，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知识产权实务

问题的能力。 

⚫ 熟练运用语言、文字、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和技术处

理业务工作：利用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计算机应

用基础、数据库及其应用等专项教育课，使学生掌

握处理业务的相关工具与技术；通过课内实验教学、

课外实习、模拟法庭、演讲辩论、法律援助、大学

生创业活动等，培养学生胜任本专业范围内工作的

能力。 

⚫ 具备国际视野，了解国外相关立法，熟悉国际条约

和国际惯例：通过国际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专



业必修课，以及欧盟法、德国知识产权法、欧洲专

利法、欧洲著作权法等专业选修课，培养学生提供

涉外法律服务的能力。 

⚫ 能够运用外语进行对外交流合作：通过大学英语、

交流生、海外研修、联合培养、引进国际师资等培

养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通过涉外法律纠

纷训练营、国际模拟法庭比赛、空间法比赛、外事

交流与学术讲座等，提高学生外语综合应用能力。 

体 

1、身体健康 

2、心理健康 

⚫ 拥有健康的身体素质: 通过军事理论、公共体育、体

育专项，使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身体素质达国家

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

西法律文化比较、音乐与人生、法学创新创业指导

等通识课程，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较深的

人文素养，具备良好的心理承受和情绪管理能力。 

⚫ 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沟通交流能力: 通过军训、志愿

服务活动，职业规划讲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文

体比赛等提升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人际沟通与交流

能力。 

美 

1、美学教育 

2、审美素养 

3、艺术修养 

⚫ 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与艺术修养：通过文学、历史、

艺术类选修课程和学院各种文体活动 

劳 

1、劳动价值观 

2、劳动态度 

3、劳动技能 

⚫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备合格的劳动能力：通过

勤工俭学、课程助教、法律咨询等活动实现 

 

六、专业培养目标 

1. 突出交叉学科 

根据知识产权专业的交叉学科特点，本专业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

理、工、文、法、经、管多学科交叉融合，瞄准知识产权与科技前沿问题，学生

在系统学习法学专业知识，并强化学习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运用知识产权

法学和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2. 注重国际化 

本专业针对秉持国际化视角、熟悉国际事务、通晓国际规则的高素质国际化

知识产权人才相对匮乏的现状，专业课程设置为部分英文课程，并将组织学生赴

世界排名前100或者其他与同济大学具有长期合作的高校交流学习或邀请上述高

校专家授课，实现互认学分、互认课程，并提供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实

习机会。 



3. 强调实务培养 

本专业针对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问题，着力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知

识产权法律实务、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知识产权申请和保护、知识产权信息检

索与利用等各类实务基本能力，具备较强的知识产权代理、诉讼、管理等实务技

能。 

 

七、毕业要求 

1. 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法律制度。 

2. 掌握知识产权学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了解学科的前沿理论与发展

动态。 

3. 掌握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了解国际前沿和发展动

态。 

4. 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诉讼、代理、管理等领域的职业技术，从事

相关知识产权实务。 

5. 熟练掌握知识产权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知识产

权调查、数据收集与处理、统计分析的能力。 

6. 熟练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业务工作。 

7. 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强。 

8. 普通话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要求。 

 

八、主干学科 

法学 

 

九、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图 

见附表一。 

 

十、核心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中文）：法理学（数字时代的法律问题）、宪法学（人工智

能与知识产权法治）、刑法（互联网与知识产权犯罪）、民法（数据法：隐私、

财产与安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区块链技术与知识产权诉讼）、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大数据与知识产权治理）、知识产权总论、专利法、商标法、

著作权法、竞争法、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 

专业必修课程（部分英文）：管理学原理（面向未来的管理学）、经济学原

理（大数据与经济学）、科技法学、法和经济（数字时代的法和经济）、科学技



术概论、国际法（面向全球治理的国际法）、财务管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

律写作。 

专业选修课程（部分英文）：版权法务管理、商标法务管理、专利法务管理、

知识产权诉讼实务、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国际技术转让、欧盟法、德国知识产权、

欧洲专利法、欧洲著作权法、欧洲商标法、人工智能法学原理、大数据与知识产

权、网络与信息安全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专业基础课程用中文讲授，专业必修课程和部分专业选修课程用英文讲授

（用加粗字体显示）。 

本科专业选课课程分为三个方向，与硕士的三个方向相对应。 

选修 

方向 

本科选修课程 开课

学期 

硕士选修 开课

学期 

国际知

识产权 

国际技术转让、欧盟法、欧洲专利法、

欧洲著作权法、欧洲商标法、德国知识

产权 

5-7 国际竞争法、德国法概

论、国际技术转让和许可

协议 

 

7-8 

知识产

权法务

管理 

版权法务管理、商标法务管理、专利法

务管理、知识产权诉讼实务、知识产权

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4-7 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

经济、知识产权金融、知

识产权创新战略 

 

7-8 

科技知

识产权 

人工智能法学原理、大数据与知识产

权、网络与信息安全法 

5-7 知识产权大数据与法律

检索、生物医药法律与知

识产权保护实战 

 

7-8 

 

十一、教学安排一览表 

见附表二。 

 

 

 

 

 

 

 

 

 

 



附表一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

学期 

第

七

学

期 

通

识

教

育

课 

形势与政策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概论 

  

大学计算机B、

思想道德修养

和法律基础 

军事理论  

中国近代

史纲要 

马克

思主

义原

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率 

  

体育    

大学英语     

大

类

基

础

课 

高等数学 
大学语文

与写作 
     

专

业

基

础

课 

法理学 

宪法学 

民法学1 

刑法学1 

知识产权

总论 

民法

学2 

刑法

学2 

专利

法 

商标

法 

著作

权法 

竞争

法  

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

文献检索

与应用 

  

专

业

必

修

课 

 

管理学原

理  

经济学原

理 

科技

法学 

科学

技术

概论 

法和经济 

财务管理  

国际法 

知识产权

国际保护  

法律

写作 
 

专

业

选

修

课 

  

版权

法务

管理 

商标

法务

管理 

知识产权诉讼实

务 

知识产权创新创

业  

网络与信

息安全法 

人工智能

法学原理 

大数据与

知识产权 

国际

技术

转让 

欧盟

法 

欧洲

 



专利

法务

管理 

知识产权

刑事保护 

  

专利

法 

欧洲

版权

法 

欧洲

商标

法 

德国

知识

产权 

实

践

环

节 

    

企业知识

产权管理

与布局诊

断 

知识

产权

社会

调查 

专题

辩论 

专业

实习 

知识

产权

案例

研讨 

知识

产权

法律

咨询

与援

助 

模拟

法庭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实

习 

个

性

课

程 

       

 



附表二 

知识产权专业四年制教学安排一览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 

试 

/ 

查 

学 

 

 

分 

学 

时 

/ 

周 

数 

上 

机 

时 

数 

实 

验 

时 

数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周数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必修34学分） 

002016-9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 Policy 

查 2.0 68  
 1 1 1 1       

320001-4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查 4.0 136  
 2 2 2 2       

 英语 

English 

试 6.0 102  
 2 2 2        

360029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查 2.0 36  
  2         

100530 大学计算机B 

University 

Computer-B 

查 2.0 34  

 2          

540038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

基础 

Morality Education & 

Basics of Law  

试 3.0 51  

 3          

5400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试 3.0 51  

  3         

360002 军训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查 2.0 2周  

  
暑

期 
        

54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 of 

Marxism 

试 3.0 51  

   3        



5400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率 

An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试 5.0 85  

    5       

54010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The Thought of Xi 

Jinping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试 2.0 34  

     2      

通识选修课（必修8学分） 

二、大类基础课程（必修6学分） 

122178 高等数学E 

Advanced 

Mathematics-E 

试 4.0 68  

 4          

072373 大学语文与写作 

College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试 2.0 34  

  2         

三、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必修34学分）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试 3.0 51 
  3          

 
宪法 

Constitutional Law 

试 3.0 51 
  3          

 
民法 

Civil Law 

试 6.0 102 
   3 3        

 
刑法 

Criminal Law 

试 4.0 68 
   2 2        

 
民事诉讼法 

Civil Procedure Law 

    

试 

2.0 34 
     2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试 2.0 34 

     2       



 

知识产权总论 

Introduc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查 2.0 34 

   2         

 
商标法 

Trademark Law 

试 2.0 34 
    2        

 
专利法 

Patent Law 

试 2.0 34 
    2        

 
著作权法 

Copyright Law 

试 2.0 34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试 2.0 34 

     2       

 
竞争法 

Competition Law 

试 2.0 34 
    2        

 

知识产权管理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查 2.0 34 

     2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

应用 

Retrieval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ocuments 

查 2.0 34 

      2      

专业必修课（必修18学分）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试 2.0 34 

   2         

 

经济学原理 

General theory of 

Economics 

试 2.0 34 

   2         

 
科技法学 

Technology Law 

试 2.0 34 
    2        

 

   科学技术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试 2.0 34 

    2        

 
法和经济 

Law and Economic  

试 2.0 34 
     2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试 2.0 34 

     2       



 
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试 2.0 34 
      2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试 2.0 34 

      2      

 
法律写作 

Legal Writing 

试 2.0 34 
       2     

专业选修课（选修22学分） 

 

版权法务管理 

Copyright Legal 

Affairs and 

Management 

查 2.0 34 

    2        

 

商标法务管理 

Trademark Legal 

Affairs and 

Management 

查 2.0 34 

    2        

 

专利法务管理 

Patent Legal Affairs 

and Management 

查 2.0 34 

    2        

 

知识产权诉讼实务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Practice  

查 2.0 34 

     2       

 

知识产权创新创业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查 2.0 34 

     2       

 

国际技术转让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查 2.0 34 

       2     

 
欧盟法 

EU Law 

查 2.0 34 
       2     

 
欧洲专利法 

Europe Patent Law 

查 2.0 34 
       2     

 

欧洲版权法 

Europe Copyright 

Law 

查 2.0 34 

       2     

 

欧洲商标法 

Europe Trademark 

Law 

查 2.0 34 

       2     

 

德国知识产权 

Ger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查 2.0 34 

       2     



 

网络与信息安全法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查 2.0 34 

      2      

 

人工智能法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查 2.0 34 

      2      

 

大数据与知识产权 

 Big Data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查 2.0 34 

      2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Crimi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查 2.0 34 

      2      

实践环节（必修35学分） 

 

知识产权社会调查 

Social Surve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查 1.0 34 

       1     

 
专题辩论 

Thematic Debate 

查 1.0 34 
       1     

 
专业实习 

Specialty Practice 

查 4.0 4周 
       4周     

 

知识产权案例研讨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 Study 

查 2.0 68 

       2     

 

知识产权法律咨询与

援助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Advice and 

Assistance 

查 2.0 68 

       2     

 
模拟法庭 

Moot Court 

查 2.0 68 
       2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

布局诊断 

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Layout Diagnosis 

查 3.0 102 

      3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查 16.0 16

周 
        

16

周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查 4.0 4周 
        4周    

四、个性课程（修满2学分）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法理学 34 2 李明德、吕国强 1

宪法学 34 2 王玉凯、刘昶 1

刑法（含总论、分论） 68 4 皮勇、谢焱 2

民法（含总论、分论） 102 6 许春明、徐明 2

刑事诉讼法 34 2 刘昶、王闯 3

民事诉讼法 34 2 刘昶、唐震 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4 2 谢焱、佘轶峰 3

知识产权总论 34 2 单晓光、Francis Gurry 3

专利法 34 2 文家春、常旭华 4

商标法 34 2 张怀印、田力普 4

著作权法 34 2 华劼、曹丽荣 4

竞争法 34 2 于馨淼、刘晓海 4

知识产权管理 34 2 朱雪忠、毛昊 4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 34 2 姜南、李文红 5

管理学原理（全英文） 34 2 任声策、Cornelia Rudloff-
Schaeffer、陈守明 3

经济学原理（全英文） 34 2 刘夏、Dietmar Harhoff、张丽华 4

科技法学（全英文） 34 2 蒋莉、Joseph Straus 5

法和经济（全英文） 34 2 党建伟、Randall R. Rader 5

科学技术概论（全英文） 34 2 宋晓亭、黄清华、马小峰 5

国际法（全英文） 34 2 杨鸿、于馨淼 5

财务管理（全英文） 34 2 漆苏、Martha Kabaira Chikowore 6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全英文） 34 2 倪受彬、田力普 6

法律写作（全英文） 34 2 程德理、廖婷婷 6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单晓
光 男 1961-10 知识产权总论 教授

德国慕尼
黑马克斯
普朗克国
际知识产
权法研究
所暨德国
慕尼黑国
防军大学

经济与社
会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知识
产权管理

专职

宋晓
亭 男 1962-03 科学技术概论 教授 上海中医

药大学
医史文献

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医理 专职

许春
明 男 1969-01 民法 教授 同济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知识
产权管理

专职

皮勇 男 1974-04 刑法 教授 武汉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知识产权
法学、网
络安全法
学、人工
智能安全
法学

专职



朱雪
忠 男 1962-11 知识产权管理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知识
产权公共
政策、知
识产权管
理、专利
制度国际
协调

专职

刘晓
海 男 1956-08 竞争法 教授 德国汉堡

大学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竞争

法
专职

李明
德 男 1956-03 法理学 教授 北京大学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学，美
国知识产
权法，欧
盟知识产
权法，日
本知识产
权法

兼职

王珍
愚 女 1970-08 管理学原理 副教授 同济大学 管理学 博士

公共管理
，知识产
权管理

专职

张丽
华 女 1983-09 经济学原理 副教授 同济大学 经济学 博士

经济学
，区域创
新与经济

学

专职

陈守
明 男 1968-01 管理学原理 教授 复旦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管理学
，创新与
战略

专职

马小
峰 男 1975-10 科学技术概论 副教授 荷兰莱顿

大学 工学 博士 智能信息
系统 专职

倪受
彬 男 1973-03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民商法、
金融法 专职

毛
昊 男 1981-10 知识产权管理 教授 北京科技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管理、知
识产权政
策、知识
产权制度
经济学

专职

任声
策 男 1975-11 管理学原理 教授 上海交通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战略管理
、创新创
业知识产
权管理研

究

专职

程德
理 男 1972-06 法律写作 教授 同济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与竞争法
、知识产
权与区域
经济

专职

于馨
淼 男 1981-06 竞争法 副教授 德国哥廷

根大学 法学 博士

欧盟经济
法、反垄
断法、国
际私法

专职

杨
鸿 男 1981-07 国际法 副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国际
知识产权
保护

专职

张怀
印 男 1978-06 商标法 副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法学 博士
国际知识
产权法、
商标法

专职

华
劼 女 1983-10 著作权法 副教授 香港大学 法学 博士

版权法、
商标法、
网络法

专职

姜
南 女 1982-12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

分析 副教授 同济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知识
产权与产
业创新

专职



常旭
华 男 1985-09 专利法 副教授 香港理工

大学 哲学 博士

知识产权
管理、专
利转移与
高校技术
转移

专职

党建
伟 男 1985-07 法和经济 副教授 东京大学 管理学 博士

创新管理
、知识产
权管理、
专利数据
挖掘

专职

文家
春 男 1980-01 专利法 副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管理专利
分析、民
商法

专职

谢
焱 女 1983-09 刑法 副教授 慕尼黑大

学 法学 博士

中国刑法
、德国刑
法、比较
刑法、经
济刑法

专职

徐
明 男 1986-05 民法 副教授 同济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知识
产权管理

专职

蒋
莉 女 1983-09 科技法学 副教授 英国班戈

大学 法学 博士

专利法、
生物技术
法、医药
卫生法

专职

曹丽
荣 女 1975-02 著作权法 副教授 华东师范

大学 生物学 博士

专利法、
生物医药
知识产权
保护

专职

漆
苏 女 1981-07  财务管理 副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知识
产权管理

专职

王玉
凯 男 1987-05 宪法学 讲师 中国人民

大学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法律
与科技、
民法理论

专职

刘
夏 女 1988-05 经济学原理 讲师

比利时布
鲁塞尔自
由大学

经济学 博士

创新政策
，专利数
据挖掘
，微观计
量经济学

专职

刘
昶 女 1987-06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 讲师 德国慕尼
黑大学 法学 博士

诉讼法
，证据法
，司法制

度

专职

黄清
华 男 1965-01 科学技术概论 其他正高

级
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 法学 博士 医药法律

与伦理 兼职

唐
震 男 1974-03 民事诉讼法 其他正高

级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诉讼法
，证据法
，司法制

度

兼职

田力
普 男 1953-10  商标法 教授 天津轻工

业学院 理学 硕士 专利审查 兼职

吕国
强 男 1957-08 法理学 教授 同济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知识产权

国际仲裁 兼职

佘轶
峰 男 1981-0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其他中级 美国西北

大学 法学 硕士 专利侵权
诉讼 兼职

廖婷
婷 女 1986-04  法律写作 其他中级 北京大学 法学 硕士 商业秘密

争议解决 兼职

Franc
is

Gurry
男 1951-05 知识产权总论 教授 英国剑桥

大学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 兼职

Josep
h

Strau
s

男 1938-07 欧洲和国际专利法 教授 德国慕尼
黑大学 法学 博士

技术转让
和知识产
权仲裁

兼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Berna
rd

Volke
n

男 1966-08 国际私法 其他中级 瑞士弗里
堡大学 法学 硕士 商标和设

计法 兼职

Randa
ll R.
Rader

男 1949-04 法和经济 教授
美国乔治
华盛顿大

学
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兼职

Marth
a

Kabai
ra

Chiko
wore

女 1967-09 财务管理 其他正高
级

南非大学
、美国圣
约翰大学

法学、工
商管理
（MBA）

硕士
人工智能
与知识产

权
兼职

Corne
lia
Rudlo
ff-
Schae
ffer

女 1957-10 管理学原理 教授 德国美因
茨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学 兼职

Peter
Meier
-Beck

男 1955-12 德国知识产权法 教授 德国弗莱
堡大学 法学 博士 民商法学 兼职

王 闯 男 1970-02 刑事诉讼法 其他正高
级

中国社会
科学院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 兼职

Dietm
ar

Harho
ff

男 1960-07 经济学原理 教授 麻省理工
学院 哲学 博士 经济学 兼职

 李文
红 男 1978-10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

应用 其他中级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硕士 专利代理 兼职

专任教师总数 30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24 比例 51.06%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40 比例 85.11%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47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40 比例 85.11%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6 比例 12.77%

36-55岁教师数 27 比例 57.45%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7:30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3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45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单晓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
担课程 知识产权总论 现在所在单

位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0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国际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暨德国慕尼
黑国防军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暨社会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管理和欧盟法、德国法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3年获同济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2014年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项目《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获上海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证书号：2005180002-2-04，上海市人民政府、2005年
11月29日，排名第四
第五届全国知识产权（专利）优秀调研报告暨优秀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2007年，排名第一
报告“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获第八届全国知识产
权（专利）优秀调研报告暨优秀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2016年获得第九届全国知识产权（专利）优秀调查研究报告暨优秀软科学
研究成果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宋晓亭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党委书

记

拟承
担课程 科学技术概论 现在所在单

位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医药卫生法、知识产权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1年被选为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2012年被中国科技法学会授予优秀人才奖，
2013年被选为全国首批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中药专利技术二次开发的思路与方案设计》发表在《世界科学技术－中
医药现代化》2004年第5期排名第一
《中医药科研管理应实行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制度》发表在《世界科学技
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4年第6期排名第一
《运用数字化色谱指纹谱技术设计中药复方专利技术特征》《世界科学技
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4  年第3期排名第一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2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万元）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朱雪忠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知识产权管理 现在所在单

位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0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与政策、知识产权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7年同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贡献奖
2016年同济大学“师德师风优秀教师”称号
2015年同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2014年同济大学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
2013年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
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成果奖二等奖（3）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部分出版物：人工智能产生的技术成果可专利性及其权利归属研究，情报
杂志，2018年第2期；美国社交网络用户信息保护研究，新闻界，2017年第
11期；中国知识产权话语策略研究，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5期；知识产权
垄断性及其与反垄断规制的关系研究，知识产权，2016年第2期；我国专利
产生政策演化路径分析与构建，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7期
部分主持项目：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科技成果与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技术（2017YFB1401100）
2、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1）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研究(12&ZD073,首席
专家)，免于评审结题
（2）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07&ZD006,共同首席专
家），免于评审结题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促进我国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管理研究（70633003）,重点项目
（2）专利审查高速路对后续专利审查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71273189），面上项目
（3）拟议中的全球专利制度及其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70373043），面上项目
（4）发展高技术的专利对策研究（79200017），青年基金项目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姓名 皮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刑法 现在所在单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担课程 位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刑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网络安全法学、人工智能安全法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3年教学成果《立足于中国刑事法建设，培养具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
法律人才》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武汉大学教学成果奖
（校级）一等奖；
《网络安全法原论》，2009年司法部“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
”三等奖；
2016年武汉大学第7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十佳导师。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网络犯罪公约>框架下的美国网络犯罪法》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
2020年第5期排名第一、《论新型网络犯罪立法及其适用》发表在《中国社
会科学》2018年第10期排名第一、《中国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发展历程与展
望》发表在《中国法学》排名第一。legislation on the New Types of
Cybercrime and Its Applicatio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Vol.XL,
No.3, August 2019,pp152-173,2018年2013.6--2019.6 “全球化信息化环
境下网络恐怖活动的整体法律对策”，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获奖：1. 《论新型网络犯罪立法及其适用》，2017-2018年度湖北省高等
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 《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实证分析及防控研究——基于对669份判决书的定量分析》，中国犯罪学
会2019年优秀论文二等奖；3. 《灰色推广手段在典型网络犯罪中的作用及
普遍性研究——基于对598份判决书及32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中国犯罪
学会2018年优秀论文一等奖；4. 《大数据环境下网络交易平台诈骗犯罪及
其防控》，中国犯罪学会2017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8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刑法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2

姓名 许春明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民法 现在所在单

位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 年）排名第十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7年）排名第三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第九届全国知识产权（专利）优秀调查研究报告暨优秀软科学研究成果一
等奖（2016 年）排名第一。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知识产权法、计算机法、知识产权
概论、创新创业与知识产权、知识
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身边的知识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学时数 产权、大国方略、创新中国、经国
济民共计300学时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6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50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1）学校划拨本科教学运营经费：10 万/年
（2）专业科研团队建设经费： 300 万/年
（3）中央基本科研业务经费：30万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120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4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一、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1）师资条件：学院聚集多位国内知名知识产权专家学者和一批具有潜力
的青年学者，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学院聘任联合国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前任总干事Francis Gury先生聘为荣誉院长，聘请德国马普创
新与竞争研究所所长Dietmar Harhoff教授为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2）平台优势：同济大学是我国唯一与WIPO以联合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方
式合作的高校学院。现拥有国家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中欧创新政策与
法律研究中心等重要基地，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政府大力支持
，2019年学院获得上海市教委专项千万经费资助，为同济大学首家获得该
项目资助的文科类学院。
（3）实习实训：学院注重实践性，努力实现学校与社会的“无缝链接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学院设有综合实验中心，包括知识产权大
数据实验室、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学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等建立了合作关系，设
立教学实践基地。
二、保障措施
（1）资金：每年投入学科建设经费10—20万元。
（2）场地：现有教学场地基础上，增加2间高标准专用教室。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知识产权事
业已进入全新高速发展时期，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需求正逐步扩大。 

同济大学具有丰富的国际化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经验积累，学科基础扎
实。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学院合办的WIPO-同济大学联
合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全国唯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委托
同济大学的“中国政府知识产权奖学金硕士项目”已招生四届；已建成全英
文、国际化、实务化的知识产权课程体系，实现中外专家共同制定培养目标、
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基
地；已建立国际化的聘任机制，所有师资全球招聘，严格按照国际通行评价方
法对师资进行考核。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是当前国内高校中知识产权教学研
究规模最大、水准最高、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院之一，足以胜任“知识产权”
专业的教学任务和人才培养。 

开设“知识产权”专业，符合同济大学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有相关学科
专业为依托，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有科学、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有
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并能满足专业认证或评估要求的专职教师队伍
及教学辅助人员，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
备、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 

    经过校内专家评议，一致同意申报 “知识产权”专业。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教师队伍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实践条件 

经费保障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