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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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里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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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18

专业负责人： 赵春兰

联系电话： 13646688585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浙江万里学院 学校代码 10876

邮政编码 315100 学校网址 https://www.zjwu.net/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专业数 4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576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4985 学校所在省市区 浙江宁波浙江省宁波市
鄞州区首南街道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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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任教师总数 1081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585

学校主管部门 浙江省 建校时间 1950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0年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浙江万里学院是一所具有69年办学历史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1999年经教
育部批准成为“公办高校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新型高校，被
教育专家誉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范例性实践”。现为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试点单位、浙江省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学校、全国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学校是一所文、经、管、理、工、法、艺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应用型大学。拥有省重中之重学科、一流学科、院士专家工作
站等平台，设有48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4个、50%以上为省级
重点专业。围绕“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目标，彰显研究性教学、产科
教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和国际化视野四维联动的人才培养特色和国有民办
机制的活力。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信息工程2016年开始停招、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017年开始停招、信息与
计算科学2017年开始停招。
2019年招生：社会工作
2018年招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17年招生：金融工程、电子商务及法律、机械电子工程
2015年招生：商务英语、生物制药

专业代码 030102T 专业名称 知识产权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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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法学 开设年份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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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司法机关

、政府部门等从事知识产权相关的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

1、宁波甬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岗位需求约2人
2、宁波商密网有限公司：岗位需求约2人
3、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岗位需求约2人
4、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岗位需求约1-2人
5、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岗位需求约1-2人
6、鄞州区人民法院：岗位需求约1人
7、宁波仲裁委员会：岗位需求约1人
8、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岗位需求约1-2人
9、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岗位需求约1人
10、宁波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岗位需求约1-2人
11、宁波天一商标事务所：岗位需求约1-2人
12、宁波大卫雷文专利事务所：岗位需求约2人
13、宁波市鄞州盛飞专利代理事务所：岗位需求约：2人
14、宁波诚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岗位需求约：2人
15、宁波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岗位需求约1人
16、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岗位需求约1人
17、宁波218家知识产权服务（代理）公司：岗位需求约200人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50

预计升学人数 5

预计就业人数 45

宁波甬致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15

宁波商密网有限公司 20

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 10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

 

专任教师总数 29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5 比例 17.24%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8 比例 62.07%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7 比例 93.1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4 比例 48.28%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2 比例 6.90%

36-55岁教师数 25 比例 86.21%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29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1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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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
兰 女 1970-12-20 知识产权法 教授 浙江大学 经济法 硕士 法学 专职

张勇
敏 女 1968-12-02 知识产权法 教授 北京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石慧 女 1977-09-15 知识产权法 副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余妙
宏 男 1976-10-22 国际法 副教授 大连海事

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唐先
锋 男 1971-08-06 电子商务法导论，民

法 副教授 浙江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崔起
凡 男 1975-03-01 国际私法 副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余翔 男 1977-04-01 电子商务法 副教授 北京师范
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江华
锋 男 1973-06-01 社会学 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社会学 博士 社会学 专职

裴桦 女 1966-04-01 民法 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姚菊
芬 女 1969-06-02 物权法 副教授 浙江大学 经济法 硕士 法学 专职

丁寰
翔 男 1963-04-05 刑法 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学士 法学 专职

孙祥
生 男 1975-04-2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副教授 浙江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陈丹 女 1977-12-04 宪法学 副教授 浙江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戎百
全 男 1963-07-19 刑事诉讼法 副教授 浙江大学 法学 学士 法学 专职

舒晓 女 1968-06-04 证据法 副教授 武汉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罗俊
杰 男 1967-11-09 经济学，市场营销原

理 副教授 湖南大学 管理学 硕士 管理学 专职

徐敏 女 1966-10-25 刑法，刑事诉讼法 副教授 浙江师范
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4.3 专业核心课程表

 

王东
兴 男 1971-08-15 社会学 副教授 南开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王洪
宇 女 1973-11-12 经济法，会计学 讲师 浙江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侯帆 女 1980-03-05 商法，知识产权法 讲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郭颖
华 女 1978-10-17 民事诉讼法 讲师 澳门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张倩 女 1978-10-01 国际经济法 讲师 湖南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庄华
忠 男 1970-10-14 刑法 讲师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王炳
军 男 1977-02-01 管理学 讲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徐巍 男 1986-11-20 管理学 讲师 浙江大学 管理学 博士 管理学 专职

曾凡
宇 男 1990-11-01 涉外知识产权 讲师 美利坚大

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王宏
志 男 1969-06-26 法理学 讲师 吉林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李晓
乐 女 1977-01-05 竞争法 讲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学 专职

许杨
勇 男 1974-08-12 专业英语 讲师 浙江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学 专职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宪法学 32 2 陈丹 1

法理学 48 3 王宏志 1

知识产权法总论 32 2 赵春兰 2

民法 64 4 裴华 2

著作权法 48 3 张勇敏 3

物权法 48 3 姚菊芬 3

专利法 48 3 石慧 3

民事诉讼法 48 3 郭颖华 3

商标法 48 3 曾凡宇 3

合同法 48 3 唐先锋 3

刑事诉讼法 48 3 戎百全 4

刑法 48 3 庄华忠 4

侵权责任法 48 3 王洪宇 5

商法 48 3 侯帆 5

竞争法 32 2 李晓乐 5

电子商务法 48 3 唐先锋 3

管理学 32 2 徐巍，王炳军 3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 32 2 曾凡宇 4

国际私法 32 2 崔起凡，张倩 6

国际经济法 32 2 余妙宏 6

专业英语 32 2 许杨勇 5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赵春兰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知识产权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浙江万里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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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参与编写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建设教材《民事诉讼法原理与案例教
程》
2.2016-2017年主持校级教改项目《民事诉讼法项目化教学改革》，评为优
秀
3.2017-2018年主持工程硕士《知识产权法》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4.2017-2018年主持《民事诉讼法课程标准》校级课程建设项目，评为优秀
5.2017-2018年主持《民事诉讼法课程思政六个一》校级建设项目，评为优
秀
6.2017-2018年主持《知识产权法研究性教改课程》校级建设项目，评为优
秀
7.2019年主持《知识产权法校级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2016年参与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委员会、宁波商会课题项目《国际经贸涉
外法律风险防范案例评析》
2.2017年参与宁波市国土局《宁波市土地管理若干规定立法调研项目》研
究
3.2018年参与宁波市知识产权局《宁波市专利管理条例修订立法调研项目
》研究
4.2019年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项目《宁波知识产权区域布局长效机制
建设》研究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7.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知识产权法课程学时240
授课民事诉讼法课程学时272
授课仲裁与调解法课程学时6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46

姓名 张勇敏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知识产权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浙江万里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法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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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2011年,1/1）
2.第十二届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2年，1/1）
3.宁波市拔尖和领军人才工程第二层次（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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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程学时
490
授课房地产法课程学时32
授课婚姻家庭与继承法课程学时64
授课知识产权法课程学时9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42

姓名 石慧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知识产权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浙江万里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7年12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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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经济法双语探究式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宁波大学教学创新奖
二等奖；2.《地方综合性高校法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获
宁波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3.《论法律英语课程教学改革》获浙江省法
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17年优秀科研成果 ；4.“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研
究”（宁波大学教学项目）；5.“《国际贸易法专题研究》研究生优秀示
范课程建设”（宁波大学教学项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国际投资条约仲裁机制评析》一书获浙江省社科联第三届社科研究优
秀成果奖三等奖；
2.《国际投资条约仲裁机制评析》一书获宁波市第三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三等奖；
3.参加“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参加“基于虚拟‘智慧法院’的课程平台建设”（浙江省教育厅专项任
务项目）；
5.参加“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者－东道国仲裁证据问题研究”（浙江省哲
学社会规划课题）。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知识产权法课程学时108
授课国际经济法课程学时162
授课国际贸易法课程学时54
授课法学论文写作课程学时72
授课法学专业导论课程学时24
授课Legal Writing英文课学时36
授课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英文课学时54
授课International Trade Law英
文课学时3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3

姓名 唐先锋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法律系系

主任



 

 

 

 

拟承
担课程 民法、合同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浙江万里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法学专业，法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民商法、电子商务法、社区治理法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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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年获浙江万里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二等奖（集体
）；2.2004年获浙江万里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三等奖
；3.2004年获浙江万里学院教学督导工作论文奖三等奖；4.2005年获浙江
万里学院“如何上好一堂课”教学方法研讨论文奖优秀论文奖；5.2005年
获浙江万里学院第一届教学新锐奖；6.获2007-2008学年浙江万里学院教学
创新奖（团队负责人）；7.2007年获第六届浙江省高校教师教学软件比赛
三等奖；8.2008年获浙江万里学院合作性学习课程设计方案评比一等奖
；9.获浙江万里学院2008年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二等奖；10.2012年获浙
江万里学院研究性教学示范建设课程评比活动“示范建设课程奖
”；11.2015年主持的省课堂教改项目被评为优秀。12.省级新型态教材建
设项目：《电子商务法律实务》；
13.省级教改项目：面向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的课程标准建设等。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进步奖；2.浙江省教育厅高
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3.宁波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4.宁
波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宁波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
年会优秀论文；6.第十届长三角法学论坛优秀论文；7.校科研贡献奖。
8.省政法委、法学会重点课题：浙江跨境电子商务法律风险研究（负责人
）；9.市软科学课题：宁波市群租等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之长效机制
（负责人）；10.市社科规划（协同创新课题）：宁波市老年人权益全面、
长效保障之法律策略（负责人）；11.市社科规划（海洋经济基地）：浙江
渔场修复的法律规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负责人）；12.横向课题：“《宁
波市专利管理条例》修订”立法调研项目（负责人，19.5万）；13.横向课
题：宁波市知识产权实务沙龙（负责人，15万）。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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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民法总论、民法、电子商务法
、合同法课程2016/2017：432课时
授课民法总论、民法、电子商务法
、合同法课程2017/2018：442课时
授课民法总论、民法、电子商务法
、合同法课程2018/2019：420课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47

姓名 余翔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知识产权管理 现在所在单

位 浙江万里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2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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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宁波市领军拔尖人才培养工程择优资助项目《宁波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
和保护第三方平台运行制约因素及治理机制研究》
2、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浙江省法学会2018年度法学课题《“一带一
路”统领下浙江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法律问题研究：以平行进口汽车为例
》
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北外丝路研究院宁波分院课题《“一带一路
”战略下宁波及周边地区平行进口汽车业务的法律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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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民法总论学时64
授课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时64
授课房地产法学时64
授课社区治理专题学时80
授课社区管理实务学时32
授课劳动关系管理学时32
授课公共事业管理学时48
授课中国非营利组织专题学时48
授课社区管理理论与实务学时4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6



 

6.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68.151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109（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经费投入，知识产权学院建设经费，知识产权科研项目专项经费支持
等。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1350 实践教学基地（个） 19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知识产权综合实训平台建设，自2019年开始，预计3年完成；
《知识产权法》校级一流课程建设，省级在线精品课程建设；
确保建设经费、负责人、课程建设团队、项目建设方案落实到位。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微型电子计算机 HP 6380 Pro 35 2014年 146.61

微型电子计算机 HP PRO 3080 56 2017年 247

服务器 IBM X3650M5 2 2011年 55

服务器 IBM X3650 1 2011年 27.5

存储 柏科RD SYSTEM550 1 2014年 110.35

交换机 H3C S1526 5 2014年 16.35

交换机 H3C S1224 4 2011年 4.4

投影仪 EPSON-EMP-X24 1 2014年 10.2

控制台 定制款多媒体控制台 1 2017年 3.5

教学系统 蓝易斯6.0 1 2011年 2.8

法律实务模拟训练系统 法源 1 2013年 48

打印复印一体机 HP 1536DNF 1 2014年 9.8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 

（一）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背景下知识产权人才需求旺盛 

（1）知识产权人才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关键要素。

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将知识产权人才列为战略性急需紧缺

人才，作为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

障。“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各国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知识

产权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日益凸现。伴随知识产权强国、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目标的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专门人才已经成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

关键要素。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已跃身成为我国创新活动最活跃、

知识产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地带。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均进入全国各省份前十位，专利申请量占

全国专利申请总量的 32.4%，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22.85件，远高于全国

9.8件的平均水平。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杭州、南京对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近

几年持续走高，据长三角城市群 2018年 11月发布的 752个知识产权岗位需求信

息看，上海、杭州、南京分别为 35.7%、15.5%和 11.4%，排在前 3位。从对知识

产权人才学历教育水平的要求看，要求本科学历的为最高，占比 48.47%。可见，

开办知识产权专业，加大知识产权人才本科学历教育，是解决当前人才缺口的重

要途径。 

（2）浙江法律服务市场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浙江省开展知识产

权区域布局建设，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司法保

护和社会调解为一体的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都需要大量知识产权专门人才。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能够为科技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和“走出去”提供知识产权培育、

管理、运营、保护专业服务；为初创型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与保护的多元化服务；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便捷的救济途径和全面的保

护服务；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创新发展研究中提供智力支持。而当前浙江

省法律服务专业人才中，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人才比重明显偏低，与社会需

求不相吻合。浙江省高校知识产权人才供给明显偏少，目前省内仅 5所高校开办

了知识产权专业。中国计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嘉兴学院每年培养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不到 300人，远远不能满足浙江知识产权

强省建设对知识产权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只有大力培养具备丰富专业知识与较

强专业技能的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提供系统化、个性化、差异化的法律服务项目

与内容，才能充分满足浙江法律服务市场对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 

（3）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宁波地区知识产权专门人才缺口大。作为国家创新

型城市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强市，宁波市知识产权专门人才缺口大，既懂技术又懂



知识产权规则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企业在知识产权运营与

创新发展上的需求。2017 年宁波市仅上规模的小微企业就已经达到 881 家，加

之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对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数量至少为 1000人。此外，

知识产权信息挖掘、分析研究等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储备尤为不足，截至 2015 年

底，全市仅有 5 人。2018 年宁波市注册登记的知识产权服务公司已达 218 家，

而宁波尚无高校设立知识产权专业，每年知识产权专门人才为“零输出”，无法

满足这 218家公司每年最少 1名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的用人需求。浙江万里学院法

学院申办知识产权专业，加大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力度，能够缓解当前知识产权人

才急需紧缺状态，为宁波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更

好服务于全国首批知识产权区域布局试点城市建设及全国首批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建设。 

（二）基于宁波知识产权学院更好、更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宁波知识产权学院是由浙江万里学院牵头，在市教育局、市知识产权局等有

关部门领导下，在市知识产权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联合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政学院等在甬院校相关专业，设立的不具有法

人资格的非实体性行业特色学院。学校将知识产权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作为知识

产权学院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目前正在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宁波

市市场监管局协同开办“WIPO远程教育知识产权综合课程培训计划”。知识产权

专业的开设，必将有效促进产教协同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助于法学专业的

优化改造，可进一步提升法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培育学科特色，提升应用型人

才培养质量。 

二、支撑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自 2000 年开始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开始法学本科专业招生，至今法学专业

稳打稳扎，专业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19 年，法学专业被学校推荐申报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法学专业建设所夯实的基础和取得的成效成为支撑知识产权专

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组织和制度保障 

在宁波知识产权学院基础上，成立了知识产权专业建设委员会，为知识产权

专业申报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有序的教学运行秩序，

为知识产权专业申报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师资保障 
学院组建了知识产权课程团队。团队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 8 人，博士 5 人，

所有团队成员均为双师型教师，专业技术强、应用型显著，为知识产权专业的建

设提供了扎实的人才基础。 



（三）科研基础 

目前知识产权团队教师已经开展了知识产权相关课题的研究。知识产权实务

研讨沙龙系列培训项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远程教育培训项目（WIPO DL101）、

2018年宁波市专利管理条例修订立法调研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年软科学

研究项目、知识产权校级一流课程建设项目等形成了扎实的专业办学基础，为本

专业的申报和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建设好新专业。 
（四）实践、实训教学基地 

作为省级示范实验中心，1180 平方米的法学训练中心可以承担本专业校内

实验（实训）教学任务。2019 年法学院申报获批的“知识产权综合实训平台”，

为知识产权专业建设提供了实训保障。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宁波知

识产权服务中心、宁波甬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浙江共业

律师事务所等实践教学基地可为学生提供校外实践、实习场所。 

三、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浙江万里学院始终高度重视学科专业建设，坚持“重内涵、强特色、树品牌”

发展之路，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局，积极培育优势学科。围绕省、市“知识产权

战略”、“海洋战略”、“临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与需求，主动适应并积极引导学科发展方向，设置了相关应用型学科，形成涵盖

“经、法、文、理、工、农、管、艺”8 个学科的 47 个专业协调发展的学科体

系。作为应用型高校，浙江万里学院立足学科多元化优势、人才优势以及教育资

源优势，有能力培养专业化、应用型的知识产权人才。法学院在法学专业基础上，

申报知识产权专业无疑将使学校学科专业布局与发展更加科学、更具竞争优势。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和科技创新的需要，德法兼备，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人文素养

和科学素养，具有扎实的法学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熟悉

知识产权法律和相关政策，具有较强的创业精神、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知识

产权法律实务能力，能够胜任司法机关、政府部门、科技创新型企业、律师事

务所及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等从事知识产权法律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2.掌握必要的法律专业基础知识，具有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具

有较好的企业管理知识；具有较好的国际视野。 

3.掌握知识产权法的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掌握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方面

的知识与技能。 

4.掌握知识产权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际惯例与规则，具有运用法

学理论和方法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具有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多方主体之间

协作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 

5.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阅读、翻译知识产权外文文献的能力。 

6.具有计算机基础应用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

获取和处理本专业信息的能力。 

三、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主干学科 

一级学科：法学；二级学科：知识产权 

五、主要课程设置 

主要课程：宪法学、法理学、刑法学、民法、物权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法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竞

争法、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国际私法、国际

经济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主要实践环节：学年论文、认识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实验（附表 1） 



附表 1：知识产权专业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 

编号 项目名称 学分 学期 性质 

1 知识产权代理与文书写作 1 5 模块必修课 

2 模拟法庭训练 1 3 模块必修课 

3 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研讨 1 3 模块必修课 

4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 2 4 模块必修课 

5 知识产权管理 1 5 模块必修课 

6 认识实习 1 1 4 模块必修课 

7 认识实习 2 1 6 模块必修课 

8 毕业实习 4 8 模块必修课 

9 毕业设计（论文） 8 7-8 模块必修课 

10 专利审查与代理 2 7 模块限选课 

11 商标代理实务 2 7 模块限选课 

12 版权代理实务 2 7 模块限选课 

13 知识产权海外维权 2 7 模块限选课 

14 合同法律实务 2 4 模块限选课 

15 专利诉讼实务 1 7 模块限选课 

16 商标诉讼实务 1 7 模块限选课 

17 版权诉讼实务 1 7 模块限选课 

18 电子商务法实务 1 6 模块限选课 

19 公司法实务 1 5 模块限选课 

20 企业品牌管理 1 7 模块任选课 



21 地理标志申请与保护实务 2 7 模块任选课 

22 知识产权实务研讨沙龙 1 6 模块任选课 

23 专利信息分析 2 5 模块任选课 

24 大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 1 6 模块任选课 

 合计 42   

七、教学计划（附表 2） 

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 160学分，基础课程 49学分，其中必修课 42学分，公

共选修课占 7学分；核心课程 35学分；模块课程 66学分，其中专业模块必修课

程 46 学分，其中限选 10 学分，跨专业选修模块选课程 10 学分；素质拓展课程

10学分。 

附表 2：知识产权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课 程 名 称 

（英文） 

学分构成 周学时构成 
学期 备注 

总学分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基
础
课
程 

1J1061

5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Training of 

Ideology and 

Morality & An 

Introduction of 

Law 

3 3  3  1 

必修

42学

分 

1J1080

5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 2  2  2 

1J1093

5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Survey of 

Marxism Basic 

Principle 

3 3  3  3 

1J1096

5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The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introduction 

4 4  4  4 

1J1203

5 

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2  2  2 

3-4

连暑

假 

1J1208

5 
军事理论 Military theory 2 2  2  1 

1J1209

5 
军事技能 Military skills 2  2  2 周 2 



1J1088

7 
体育与健康 1 

Sports and Health 

1 
1.5  1.5  2，2 1-2 

1J1089

7 
体育与健康 2 

Sports and Health 

2 
1.5  1.5  2，2 3-4 

1J1090

5 
体育与健康 3 

Sports and Health 

3 
1  1  1，1 5-6 

1J1121

5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1 1  1  2 

1J1006

1 
大学英语 1 College English1 3 3  4  1 

1J1007

4 
大学英语 2 College English2 4 4  5  1 

1J1008

1 
大学英语 3 College English3 3 3  4  2 

1J1009

7 
大学英语 4 College English4 4 4  5  2 

1J1021

3 

计算机文化基

础 

The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 

Culture 

2 1 1 1 1 1 

1J1066

5 

计算机实用技

术 

Practical 

Computer 

Technology 

3 2 1 2 1 2  

 

公共选修课程（必须《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2学分，开课学期为 3-4连

暑假；建议本专业学生修读自然科学

类课程不少于 1门，心理健康教育相

关课程必修 1学分） 

7 5 2 5 2 1-7 

选修

7 

学分 

合    计 49 37 10 41   49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课 程 名 称 

（英文） 

学分构成 周学时构成 
学期 备注 

总学分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核
心
课
程 

 知识产权总论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 

 

2  2  2 

必修

35 

学分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2 2  2  1 

 民法 Civil Law 3 2 1 2 1 2 

 著作权法 Copyright Law 3 2 1 2 1 3 

 专利法 Patent Law 3 2 1 2 1 3 

 商标法 Trademark Law 3 2 1 2 1 4 

 民事诉讼法 
Civil Procedure 

Law 
3 

2 
1 2 1 3 

 竞争法 Competition law 2 2  2  5 



 电子商务法 E-commerce Law 3 2 1 2 1 5 

 
知识产权文献 

检索与应用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erature Search 

and Application 

2 

 

1 
1 1 1 4 

 知识产权管理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3 

 

2 1 2 1 5 

 国际私法 
Intellectual 

Private Law 
2 

2 
 2  6 

 国际经济法 
Intellectual 

Economic Law 
2 

2 
 2  6 

 
知识产权国际

保护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2 
 2  6 

合    计 35 26 8 26 8   

模
块
课
程 

 专业导论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1 

1 
 1  1 

 

 

 

 

 

 

 

 

 

 

 

 

 

 

 

 

 

 

 

模块

必修

46学

分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2 

2 
 2  1 

 物权法 Property Law 3 3  3  2 

 刑法学 Criminal Law 4 3 1 3 1 3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 2 1 2 1 4 

 
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3 2 1 2 1 5 

 管理学 Management 2 1 1 1 1 5 

 合同法 Contract Law 2 1 1 1 1 3 

 侵权法 Tort Law 2 1 1 1 1 5 

 专业英语 Specialty English 2 2  2  5 

 
知识产权代理

与文书写作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ency 

and Document 

Writing  

1 

 

1  1 5 

 
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分析 

Typical Case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 

 

1  1 3 

 商标诉讼实务 
Trademark 

Litigation Practice 
2 

 
2  2 7 

 版权诉讼实务 Copyright 2  2  2 7 



Litigation Practice 

 专利诉讼实务 
Patent Litigation 

Practice 
2 

 
2  2 7 

 认识实习 1 
Cognition Practice 

1 
1 

 
  2 周 4 

 认识实习 2 
Cognition Practice 

2 
1 

 
  2 周 6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8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8 

 
8  8 7-8 

 证据法 Law of Evidence 2 2  2  5 

模块

限修

10学

分 

 法律文书写作 Legal Writing 2 2  2  6 

 知识产权运营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ration 

2 

 

2  2  6 

 知识产权评估 

Intellectual 

Property 

Evaluation 

2 

 

2  2  7 

 
涉外知识产权

实务 

Fore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actice 

2 

 

2  2 7 

 社会学 Sociology 2 2  2  3 

模块

选修

10学

分 

 
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2 

2 
 

2 
 4 

 婚姻家庭法 Family Law 2  2  2 5 

 经济法 Economic Law 2  2  2 6 

 世贸组织法 WTO Law 2 2  2  6 

合    计 66 33 43 26    

素
质
拓
展
课
程 

1J1082

7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2  

每学期

4 次讲

座 

 1-6 

必修

6 

学分 

1J1097

5 
职业发展与规划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1  1  

平时

1J109

85 

 2 

1J1098

5 

职业素养提升与就

业指导 

Professional 

Quality 

Promotion & 

Employment 

Guidance 

1  1  平时  3-7 

1J1210

5 
创新创业基础  2 1.5 0.5 1，0.5  1-2 



1J1085

5 
专业素质拓展 

Professional 

diathesis 

developing 

4 

 

4  平时  3-7 

选修  

4    

学分 

合    计 10       

总    计 160 

 

    
160

学分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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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业契合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下宁波市全面建设知识产权强市、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社会创新发展对知识产权人才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宁波市各高校知识产权专业的空缺。该

专业的开设是落实国务院深化产教融合若干问题意见的具体举措，是推进行业学院——宁

波知识产权学院建设发展的需要。 

该专业的开设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发展规划。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特色鲜

明、办学思路清晰，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该专业办学依托法学院现有法学

学科（宁波市高校重点建设学科B类）与法学专业（市重点专业/省一流专业申报专业）的

基础，已具备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及完备的教学设施条件，其开设条件已达到了教学质量的

国家标准。 

建议在专业申报表中就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现状，尽量提供宁波地区、浙江省乃至全国知

识产权人才需求或者缺口的数据支撑。另外，在专业申报已有基础的表述中就宁波知识产

权学院的性质和开办情况适当进行阐述。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