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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企协同创新培养知识产权实用人才路径研究与实践 

——以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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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传统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存在生源、就业、课程设置、岗位适应性等问题。提出“政

府主导+学院主教+企业主训”政校企合作共同体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中坚持高起点招录、

高水准施教与高标准毕业考核“三高”育人理念，在知识产权社会服务中实现开放式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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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

措。2008 年以来，国家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

意见》等重要文件。2016 年，河北省提出“实施优

秀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程，培养一批知识产权高层

次人才、知识产权实用人才和满足企事业单位工作

需要的专门人才，建设一支多层次复合型知识产权

人才队伍。” 

但是，从河北乃至于全国而言，相当数量企事

业单位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意识仍显淡漠，各地中

小城市、中小企业、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实用人才和

专门人才尤为短缺。如《河北省专利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指出，专利资源利用程度不够高，企事业

单位创造和运用专利能力和水平有待加强，知识产

权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邯郸市“十三五”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规划》也指出，相当数量企业知识产权意

识淡漠专利数量较少，90%企业没有专利，知识产权

管理各类人才短缺等。目前，河北省只有两所本科

院校开设知识产权专业，主要依托法学专业，其教

学内容基本为法律课程，倾向于学术化理论化培养，

导致学生无法胜任需要以理工科为知识背景的知识

产权实务工作，而且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其

中一所院校已经停止招生。为解决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问题，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展了各类短期培

训，但仍无法系统进行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针对知识产权实用人才短缺和培养难题，邯郸职

业技术学院于 2015 年全国第二家、河北省首家创新

性开始了政校企协同合作培养知识产权实用人才的

探索实践，以满足区域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对知识产权

实用人才和专门人才的需要，并在体制机制、生源就

业、培养模式及社会效益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 

二、政校企合作共同体人才培养模式理论总结 

2015 年以来，学院边探索实践边理论总结，走

出了一条政校企协同创新培养知识产权实用人才的

新路子，并针对传统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创新性提出“政府主导+学院主教+企业主训”政校

企合作共同体人才培养模式。 

（一）体制机制上以政校企合作共同体为保障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已经

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战略举措，邯郸市政府更是做

出了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市建设部署安排。

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及科研部门，其中

知识产权实用人才对助推企业创新能力及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迫切需要的各类实用人才是高职院校的社

会使命和责任担当。可见，政校企具有合作培养知

识产权实用人才的迫切内在动力。学院主动而为，

积极争取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各出其能各取所需共同

参与知识产权实用人才培养，共同打造“政府主导+

学院主教+企业主训”的政校企合作共同体人才培养

模式。邯郸市政府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出政策提供资

金支持并参与学生管理和协调三方合作，学院提供

教学实训场地实施日常教育管理，相关企事业单位

出生源管就业并为职工接受学校教育提供时间保障

和岗位实践，政府主导学院主教企业主训共建邯郸

知识产权学院，打造政校企合作共同体，为学院培

养知识产权实用人才提供了长效和可靠保障。 

（二）人才培养实施方式上实现在学在岗有机结合 

知识产权实用人才培养以有理论、懂业务、通

专业、擅实务、会管理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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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此目标如果按照传统的学生全学年在校学习

培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基于知识产权实用人才培

养目标需要以及学生具有工作岗位的实际，应当以

在学在岗有机结合的工学相融方式实施人才培养，

实现企业正常工作不受影响和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能

实现最佳效果。如教学模式实行工学交替，每月集

中授课一周，其余时间企业顶岗工作；成绩考核实

行综合评价，实践课时比例占 80%以上。 

（三）人才培养教学内容上实现知识产权实务课程

体系和实训体系有机衔接 

政校企合作共建知识产权学院主要目的旨在为

企事业单位培养知识产权经营管理实用人才，助推

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因此，人才培养内容上必须在知识产权实务上

下功夫，以克服重理论偏学术的传统知识产权专业

人才培养。为实现实务教学培养需要，在课程体系

上学院主要开设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企业知识产权

经营与管理等知识产权实务课程；学院高度重视实

训体系建设，如建立了突出专利检索、专利分析为

一体的知识产权检索实训室、设立了虚拟法庭—专

利速裁厅等；施教及实践指导教师均具有知识产权

一线实务经验。依托知识产权学院师资、基地、教

学资源等为学院师生和社会提供知识产权申请、维

权等服务，为社会开展知识产权培训和远程教育服

务，让知识产权师生在对外服务中进一步接受实践

锻炼和提升素质能力。 

三、实践主要做法 

（一）做好顶层设计，政校企共建邯郸知识产权学院 

2014年 12月，邯郸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强化科技支撑引领的意见》，并提出要

“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市建设”。学院以此为

契机开始谋划政府支持下的政校企合作培养知识产

权实用人才和专门人才工作，并于 2015 年 10 月制

定完成相关人才培养方案。2016 年初，学院联合邯

郸市知识产权局面向邯郸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招生，并向邯郸市

政府提出以邯郸市科技局为主导政校企合作共建邯

郸知识产权学院建议报告。2016年 12月，邯郸市政

府出台《关于加快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并明确提出要“依托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探索政校企合作共建邯郸知识产权

学院。培养一大批有理论、懂业务、通专业、擅实

务、会管理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助力创新创业

发展。”2017年 7月，邯郸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批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邯郸知识产权学

院，以支持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性城市和培养知

识产权实用人才。 

（二）强化政校企协同合作，创新知识产权实用人

才培养模式 

学院改变传统招生观念，确立“三高”人才培

养理念。即从招生到施教到毕业考核坚持高起点招

录、高水准施教与高标准毕业考核的知识产权实用

人才培养理念。高起点招录即改变从高中或者同等

学历人员中招录学生的传统做法，生源一般要求具

有企事业单位岗位经历及理工类教育背景；高水准

施教即主要授课内容要求实务性强、主要任课教师

要具备知识产权实务经历、实践教学条件要与实务

性人才培养高标准匹配；高标准毕业即毕业考核时

将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等知识产权参与情况作为学

生毕业必备考核指标，并实行“一票否决”。 

人才培养生源主要面向企业，培养经费主要由

财政承担。学院知识产权实用人才的培养重点是企

事业单位急需的知识产权挖掘、培育、管理和中介

服务人才。2017年和 2018年，学院面向邯郸市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及事业单位具备理

工科教育背景的职工，通过单独招生考试，已先后

招收知识产权学历班学员 42 名和 76 名，学员全部

来自晨光生物公司等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其中具

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学员占比达到 43%。人才培养

经费保障上学费由市财政承担 80%，学院减免 20%。

市科技局每年从知识产权专项经费中划拨 40-60 万

元用于人才培养。2017 年 9 月，河北省知识产权局

支持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专项资金 30万元。 

人才培养教学方式实现工学结合，教学管理实

现政校企三结合。教学模式实行工学交替，每月集

中授课一周，其余时间在企业岗位工作。日常教育教

学管理上，学院为知识产权班配备班主任主要负责日

常教学管理，邯郸市知识产权局配备专门管理人员予

以协助，企业则强化知识产权学员离岗学习考勤。 

（三）政校企合作完善软硬件建设，保障知识产权

实用人才培养质量 

政校企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突出

知识产权实务操作。学院与邯郸市科技局、知识产

权局深入合作，针对企业知识产权人才需求进行调

研，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学员培养管理办法，

以适应邯郸市中小企业事业单位对知识产权实用人

才的需要。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上除专业基础课以外，

主要开设企业知识产权经营与管理、知识产权政策

法规、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知识产权诉讼、专利文

献检索、专利申请实务、专利审查等知识产权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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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并根据知识产权最新发展适时开展相关讲座。 

建立知识产权专兼职教师资源库，围绕实务培

养改善教学实践条件。强化校内文法系教师外出知

识产权实务培训，并引导学院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青

年教师参加专题培训，考取专利代理人资格，从事

知识产权教学工作。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专利事

务所、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单位吸收知识产权业务

骨干，兼职担任专业课及实习实训指导教师。为强

化知识产权专业学生实践技能，投资 50万元改善知

识产权教学实践场所性能和条件，建设了面积达 80

平米集专利检索、专利分析为一体的专利检索实训

室等，构成了比较完善的校内实训体系。2017 年 9

月，邯郸知识产权学院被省知识产权局确定为河北

省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单位。 

（四）坚持开放办学，实现大学培养、远程教育和

社会服务有机结合 

学院通过拓展邯郸知识产权学院功能，在广泛

开展知识产权社会服务过程中，既提升了学院知识

产权实用人才培养能力水平，又扩大了邯郸知识产

权学院的社会影响。 

政校企合作打造知识产权社会服务平台。学院

引进北京恒合顿、石家庄元鑫等 7 家专利事务所，

与市知识产权局共建河北省（邯郸）知识产权服务

中心、快速维权中心、中国专利行政执法审理庭等

机构，结合学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和翻译中心，共同

打造知识产权社会服务平台，主动承接市知识产权

局服务职能，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行政执法、

专利维权、专利申请、专利成果转化、专利金融服

务等工作，开展知识产权“一条龙”服务。经邯郸

知识产权学院已申报专利 1200余项，其中校内师生

申报专利 46项；办理维权案件 120 件；服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 12家；服务重大专利项目实施 9项，为

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近亿元。学院教师积极参与《河

北省专利条例》的修改以及《邯郸市知名商标认定

和保护办法》制定等立法工作。 

依托优势资源开展知识产权社会教育培训。依

托学院知识产权实践条件等优势资源，与省市知识

产权局合作共建河北省知识产权才培养基地，与河

北省知识产权局合作共建国家知识产权远程教育邯

郸分站。2017 年以来，社会各类知识产权培训累计

2100 多人次。学院先后在高校、邯郸钢铁集团、曲

周县工业园区、磁县等地举办 6 次知识产权专题培

训；协助邯郸市知识产权局举办河北省涉外企业知

识产权培训、邯郸市专利行政执法培训、肥乡区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和专利知识培训、邯郸市知识产权

专利提升、专利权质押融资和专利保险培训、企业

知识产权培训等。与市律协合作，承办了二十期邯

郸律师大讲堂，培训人员达 4000 人次；与市法制办

合作，对邯郸市知识产权执法人员进行培训、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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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lents in China, such as 

pupils,, obtain employment, curriculum setting, and job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raining mode of 

"government leading + College bishop + enterprise training" in the cooperation community of government-college- 

enterprise. In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three high" education, that is, enrollment 

at a high starting point, teaching at a high level and graduation examination at a high standard, and realizes its 

opening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serv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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