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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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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简介  

1986 年 12 月，北京大学成立跨学科的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直属学校领导,成为国

内第一批从事知识产权领域教学研究工作的专门机构。在花文庭、周政、陈美章、郑胜

利、邵可声、俞达成、龚镇雄、董莉雯、孙博宁、朱美栋等 14 名教授的辛勤耕耘下，知识

产权教学研究中心为北京大学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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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规模化需求，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教授富有远见的

推动及香港星光传讯集团董事长黄金富博士的鼎立资助下，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于 1993 

年成立，这是中国高校中第一家专门的知识产权学院。学院实行董事会制度，由北京大学领

导，挂靠在法学院，并由董事会监督管理。董事会由 17 人组成，董事长为黄金富博士；副

董事长三人，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教授、中国专利局局长高卢麟先生、北京大

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担任。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先后由魏振瀛教授、吴志攀教授、朱苏力教授

担任；秘书长为郑胜利教授，主持日常工作。2009 年 10 月，原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董事

会决议改董事会为理事会，实行理事会管理、院长执行制。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为张守文教

授；常务副院长为张平教授，主持日常工作。  

学院在十九年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中始终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为中国知

识产权教育与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对人才培养的旺盛需求，学院发

展面临难得的机遇，招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学院于 1993 年开始招收知识产权

二学位和硕士研究生，1999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3 年开始招收知识产权方向法律硕

士生，2008 年开始招收知识产权方向在职法律硕士生，2010 年开始面向北大 2-3 年级本科

生招收法学（知识产权法方向）双学位。截至 2012 年，知识产权学院累计招收和培养学生 

1155 人，其中知识产权二学位 372 人，法学硕士（知识产权）160 人，法律硕士（知识产

权） 

296 人，法学博士（知识产权）44 人，在职法律硕士（知识产权）103 人，法学双学位(知

识产权方向)180 人。此外，学院向国内外招收知识产权方向交换生、中国法硕士、北大-海

外双硕士、访问学者和博士后。  

十九年间，学院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大量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人才，他们的身影遍及全国各

地，在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版权局、法院、高校、律师事务所、中外知名企

业等知识产权各领域的主要工作岗位上，他们都在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部分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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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中国知识产权相关部门与行业的中坚力量。另有一部分毕业生，远渡重洋，赴美国、

德国、英国、日本等国以及中国香港的大学及研究所继续深造。  

知识产权学院自成立以来，始终参与国家立法与政策的研究工作，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项目，承担教育部、司法部、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最高人民法

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商标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家广电总局、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计划研究课题，承担国际组织、国外研究机

构、国内外企业的委托研究项目，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研究专著和研究报告，培

养了一支跨学科、高素质的研究团队。学院的教师也都成为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司法、行政

管理部门以及产业联盟的专家组成员，为许多地方政府的知识产权工作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

询，积极参与并推进中国知识产权研究进程。学院每年举办系列学术会议和论坛，注重结合

当前热点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学院与 WIPO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国外大学和同类研究机构

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定期举办知识产权国际会议，互派教授讲座、互派访问学者，互相交换

博士生、硕士生进行学术研究。  

第二部分：知识产权法专业方向介绍  

知识产权法专业属于多重交叉学科，各行业、各领域都需要知识产权人才，在法律硕士

中进行知识产权法专业方向的培养可以达到两种人才培养效果：一是使学生今后在从事科学

研究、经济管理、文化传播、国际交流、政府公务中都可以将知识产权知识融入其中，在不

同领域内体现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应用，二是为知识产权专门人才的培养进行人才储备，

学生在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后，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法律硕士知识产权法专业方向”培养计划是一种实用、高效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途

径。它可以弥补现有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是当前知识产权人才的主要培养模式，

可望向社会及时输出既具各种专业技术知识、又具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优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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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解决目前国内各个领域内知识产权普及型人才的需求。

本方向注重于培养具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够熟练使用一门外语，胜任知识产权

法各领域工作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参与本计划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在完成法律硕士一般学习计划的 

基础上，修完本方向所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高级课程，参加本方向要求的社会实践任

务，完成毕业论文。  

第三部分：师资介绍  

 名誉教授：  

阿帕德·鲍格胥博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1973 年至 1997 年） 

加米尔·伊德里斯博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1998 年至 2008 年） 

弗朗西斯·高锐博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2008 年至今）  

 兼职教授：  

高卢麟  原中国专利局局长 

段瑞春  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  

郑成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原主任

王正发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高级顾问 

应  明  中国软件登记中心高级顾问 

刘江彬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院长  

孟方睿  历峰集团首席知识产权顾问  

 现任教师：  

张  平  教授  法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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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版权法、互联网法 

杨  明  副教授  法学博士  

研究领域：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互联网法 

刘银良  副教授  法学博士  

研究领域：知识产权法、生物技术法、专利法、国际公约 

刘东进  副教授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许可证贸易 

易继明  研究员  法学博士  

研究领域：民法学、知识产权法学、法理学、科技法学  

 校外兼职法律硕士导师：  

文希凯  原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副司长 

何越峰  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流程部副部长 

董葆霖  中华商标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杨叶璇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副巡视员 

许  超  原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巡视员 

杨林村  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主任  

程永顺  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凤鸣  原微软公司亚洲副总裁   

徐家力  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董永森  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庞正中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马  燕  中国石化原知识产权处处长  

张晓霞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盖·保罗  宇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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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专业高级课程简介  

1. 专利法     48 课时    3 学分  

本课程主要讲授专利法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实践技能，旨在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专利制度

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掌握中国专利法的具体内容，熟悉专利制度发展和基本框架，了解中

国专利立法、司法、执法现状，了解专利保护的国际公约，主要国家专利制度。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深入学习专利法理论知识及其应用，切实掌握专利法实践技能，提高学生的研究能

力和表达能力，为日后从事专利法律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商标法          48 课时       3 学分  

本课程旨在使同学们掌握商标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我国商标法的具体规定，商标保护

国际公约的主要内容；了解我国商标立法、司法、执法现状、主要国家的商标制度。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对商标法律制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能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并

解决商标保护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  

3．著作权法        48 课时        3 学分  

本课程旨在使同学们掌握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我国著作权法的具体规定、著作

权保护国际公约的主要内容，了解中国著作权立法、司法、执法现状、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著

作权法律制度、信息社会著作权保护的新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对专利法律制

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能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并解决著作权保护中的实际问题。  

4．竞争法    32 课时    2 学分  

本课程比较全面地了解竞争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了解美国、德国、日本和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法理论和制度，比较系统地掌握我国的竞争法理论和制度，培养和增

强运用竞争法理论和制度分析和解决竞争法理论问题和市场竞争法治实践问题的能力。  

5．知识产权法律实务    32 课时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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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以案例教学为主，通过邀请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法官、实务界

人士通过讲授案例的方式向同学们介绍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的最新进展。课程

每学年开课由课程主持人确定若干主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视教学情况有适当调整。  

6．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专题    48 课时    3 学分  

本课程通过介绍涉及到与国家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启发同学对国内

外的研究成果和案例进行分析，结合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研讨国家和产业发展战略。  

7．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专题    48 课时    3 学分  

本课程讨论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产生的背景、内容何实践中的问题，讨论外国及地区知

识产权保护历史及现状，特别是分析国际公约及外国立法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特

别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分析国际公约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以及在国际公约提案和修订

中的论证。  

第五部分：选拔标准和程序  

根据目前法学院现有的法律硕士人数和知识产权学院的实际承受能力，我学院每年计划

培养约 20 名知识产权法方向的法律硕士生。  

（一）选拔标准：  

1．在第一学年完成并通过法律硕士培养计划要求的课程，并且成绩为优良的，对知识

产权法有浓厚兴趣、有志于从事本领域的研究和实务工作的法律硕士生提出申请，并在申请

中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或者案例作约 3000 字以上的分析。  

2． 第一学年已修过“知识产权法”课程。  

3．要求英语已经通过国家六级考试或具有相当于此等水平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4．其他条件：在申请学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其专业背景，第一专业比

例要尽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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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面试视当年申请情况而定。  

（二）选拔程序：  

1．学生根据学院通知安排递交书面申请。  

2．申请材料中包括对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的分析。  

3．如果被录取的同学中有同时被其他方向录取的，其本人选择其他方向的，则排名在

后的同学自动递进。  

第六部分：知识产权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