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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学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并非单一的出国留学模式，本土化培养具有独特的优势。该模式具有内

部培养的主动性特点，能够满足人才培养量上的需求，又易于使学生建立国家责任意识、民族认同感和

文化自信，更有利于实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服务的目的，具有提高涉外人才培养质的功能。我国

高校在推进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当根据各个高校的不同定位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国内

顶级高校和国家级的双一流高校应当注重对于涉外知识产权科研拔尖人才的培养，而地方应用型高校则

应当将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为侧重“复合型”“实务型”和“国际型”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为了完成涉外知识产权人才本土化的培养，需要构建“基础 + 专业”的科学课程体系，壮大涉外师资

力量，开发和挖掘国内国外的实习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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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foreign-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a 
single mode of studying abroad. This model has the initiativ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al training, 
can satisfy the demand of talent training quantity, and is easy to make students establish the sens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more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national and people’s interests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qual-
ity of foreign-related personnel training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training of for-
eign-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l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should deter-
mine different training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ositioning of each college. Top do-
mestic universities and state-level 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top-notch talents in foreign-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local applica-
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training of foreign-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fessionals as a “composite”, “practic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fessional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l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
struct the scientific curriculum system of “foundation + specialty”, strengthen the foreign teachers, 
and develop and explore the internships and training base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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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

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1]涉外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包括涉外知识

产权人才在内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因此，这对于高等院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包括涉外知识产权人

才培养，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然而，当前的涉外人才培养以出国留学模式为主，其无法满足当前我

国对涉外人才量上的需求，亦无法保证国外留学后的涉外人才能够回国，是否具有对于我国的责任感和

认同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我国的法治建设之中。由此，本文提出了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本土化模

式，对于构建涉外知识产权人才本土化培养模式的教学体系进行了思考，期望能对我国涉外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有所助益。 

2. 应用型高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目标 

2.1. “复合型”涉外知识产权人才 

在我国，知识产权在学科设置上系归属于法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在我国设置有知识产权专

业的高等院校，大多将知识产权专业放置于法学院或者包含法学专业的学院，但实际上，知识产权是贯

通知识产权的保护、创造、运用、服务、管理全链条知识的学科，其与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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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专业的相关知识均存在密切关系，法学知识仅是知识产权学科知识的一部分[2]。因此，知识产权

专业人才的培养应当是跨法学、管理学、经济学以及理工科专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懂法律、懂技术、懂经济、懂管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知识产权人才应当具备的素质的共同期待

和要求[3]。 
地方应用型高校基于地方性、应用型高校的定位，其对于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更应当坚持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其不但需要跨学科，而且为了满足涉外的需求，还需要跨文化、跨法域。涉外知识

产权人才的培养是为了实现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这要求高等

院校培养的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在掌握国内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通晓国

际规则，熟练掌握外语，了解外国的文化，具备参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争端解决的能力，是具

备多学科视野、多法域知识、多元文化思维和技能的复合型涉外知识产权人才。 

2.2. “实务型”涉外知识产权人才 

知识产权是注重实践和应用的学科[4]，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养亦应当在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

给予机会和平台参与知识产权实务操作和实践技能的学习。因此，高等院校对于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

养应当坚持多样性，该多样性不仅体现为层次上的多样性(本科生培养、研究生培养)、类型上的多样性(学
术型、专业学位型)，还包括各高等院校根据各自学校的定位确定不同的培养方向。国内顶级院校和双一

流高校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侧重于培养拔尖的知识产权人才；地方应用型高校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特

色，侧重于培养助力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知识产权实务操作和实践技能人才[5]。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

培养亦为如此。 
目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为了阻碍我国经济的海外发展，

制造各种借口，给我国从事海外贸易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知识产权风险。由于缺乏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

才，我国企业在海外贸易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难以掌握主动权，这不仅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而

且影响了我国的科技安全、国家安全。因此，我国的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急需要掌握域外专利检索、

域外专利申请和专利转让审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国际诉讼和仲裁等国际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的专门

人才。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除了国家的统筹安排和国家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的整体规划之外，地方应用

型高校应当根据其所在地域的涉外贸易的数量、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当地企业对涉外知识

产权人才的需求量等进行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以本文作者所在的浙江万里学院为例，浙江万里学院所在

的宁波市，是外贸型城市，外贸企业和外贸数量在全国占据前位，近些年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也大量出现，

涉外企业有强烈的对于涉外知识产权实务人才的需求。针对这种情况，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申请并获批

了知识产权专业，有针对性培养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专业人才，并在学校的总体部署下，开展涉外知

识产权专业人才的本土化培养，培养目标为实务型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即在掌握我国知识产权专业知识

的基础上进行涉外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传授，包括对于涉外知识产权规则、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谈

判技巧、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和仲裁技能等传授，为宁波外贸型经济的深入发展助力。 

2.3. “国际型”涉外知识产权人才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即将涉外人才的“涉外”理解为是懂外语的、因出国留学或者访学而具有较

好的外语能力的人才。但实际上，涉外人才并非局限于懂得这些内容的人才，而应当在拥有基本的外语

能力的基础上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解决国际事务和国际纠纷能力的人才。涉外知识产权

人才亦应当如此。因各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国情等的差异，使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和保护规则

存在差异，又进一步带来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以及知识产权诉讼或者仲裁等知识产权救济规则的差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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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应当是对他国文化有一定认知和了解的基础上，掌握该国语言，熟悉该国的知

识产权规则以及该国与我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并能够运用该规则进行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知识产

权诉讼或者仲裁的，具备一定的知识产权谈判技巧和知识产权文书写作能力的“国际型”人才。 
因此，“国际型”的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仅是基础，但并非是“国际型”人才的

全部。“国际型”要求该类人才熟悉外国文化，并对其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从而具有一定的外国思维和

国际思维，能够正确和更加清晰地理解外国的规则或者国际规则，恰当地寻找到解决国际事务、国际纠

纷的路径和有效的方法，使我国企业在国家贸易中掌握主动权，提前避免知识产权风险或将风险降到最

低。这是对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应当具备的“国际型”真正的、全面的要求。 

3. 应用型高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本土化培养的必要性 

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国外高校合作，通过“2 + 2”“3 + 1”等教育合

作的方式，将学生送到国外高校进行跨语言的学习和跨文化的交流。这种教育模式对于涉外人才的培养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大大地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存在着培养人数的有限

性和民族意识、民族责任感培养目标难以达到的弊端。很多大学生由于外国语言难以过关或者经济条件

的限制，难以选择这种项目，故而无法通过该模式进行涉外知识的学习。而且，就目前来看，在我国高

校中选择这种项目学生仍然为少数，难以满足国家对于高素质涉外专业人才的需求[6]。二是本土国际化

的培养模式。本土国际化内涵可以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对其内涵应当从字面进行解释，即在本土对学

生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培养，具体来说，学生不需要到国外进行学习或者说学生到国外学习并非必需，

通过国内高等学校的涉外师资培育和引进、课程改革(增加涉外课程)、涉外实习实训基地和平台的建设等

方式增加高等教育过程中涉外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掌握本国专业知识、培育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和国家责任的基础上，掌握外语知识和国际上的专业知识，具备参与国际贸易、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

本土国际化是立足于本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先进办学经验、办学理念、教育方式，形成

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管理模式，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7]。最终形成知识的

国际化、思维的多元化、理念的科学化、教育的现代化的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 
比较上述两种国际化模式，本土国际化教育模式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其是对传统国际化教育模式

的扬弃和发展。上述第一种国际化模式即传统的国际化教育模式，是一种单性思维的国际化模式，操作

较为简便，办学成本较低，而收益较高。但这种国际化模式容易使学生缺乏对国内教育的认同感。选择

参与这种项目的学生的学习目标为出国学习，由于目标的单一性，导致在国内学习期间其也没有为民族

复兴、国家振兴学习的思想，公民意识难以建立，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难以建立。国外学习期间，

其接触到的是国外的文化和知识，可能会形成与我国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其学成毕业的时候，如

果国外有较好的工作机会，则可能会选择留在国外，造成人才流失，即使其选择回到国内，因为其没有

建立对国家的责任感、民族的认同感，难以真正地做到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

量。如此，不但不能发挥涉外人才的价值，甚至不如仅接受国内教育，具有家国情怀的，甘愿为国家建

设和社会发展奉献自己的普通公民。 
本土国际化培养模式是一国高等教育摆脱对于国外高等教育的依附，实现超越发展的模式。传统的

国际合作教育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涉外专业人才，但是这种模式对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并

没有太多的益处，没有提升国内高等教育的水平，也没有改革国内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模式。这种教育模

式因没有给予国内高等教育进行涉外人才培养带来压力，国内高等院校自然也没有改革或者提高涉外人

才培养能力的动力。涉外人才的培养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国外高校的步伐，且受制于国外高校而无法

拥有自己的特色，无法建立世界一流高校，无法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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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发生阻碍了国际合作模式的涉外人才培养，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停滞，

高校涉外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挑战。国外学者维特指出，“未来国际化教育会更多以本土方式实现”；

阿特巴赫也认为“本土国际化的份额将随之不断增长”[6]。基于此，我国各个高校都开始思考和研究本

土国际化教育模式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国际化教育的有益尝试，比如浙江万里学院知识产权专业，进行

了涉外人才培养课程的改革，增加了国际化课程模块，开设了知识产权的双语课程，针对涉外人才培养

申请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 

4. 应用型高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本土化培养的思路 

4.1. 应用型高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基本素养 

4.1.1. 熟练的专业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外语是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参与涉外经贸、处理涉外贸易纠纷、参与涉外诉讼时需要使用的语言。涉

外事务的参与和解决、涉外规则的熟悉和应用、涉外纠纷的诉讼和仲裁均要求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具有外

语听说读写的能力。这里的外语主要指的是英语。因为英语是目前各国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也是国际

规则适用和国际纠纷解决时主要使用的语言，而且英语是 WTO 确定三大官方语言之一，因此英语是涉

外知识产权人才应当主要掌握的涉外语言。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应当熟练掌握的外语，与普通的外语有所

区别，其是专业外语，是知识产权专业知识与外语的交叉融合，是在掌握普通外语的基础上，在立法、

司法和知识产权规则的应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律因素和知识产权因素的外语。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

才掌握专业外语后，则不但能够熟练地使用该语言与外国的国家和企业进行沟通交流、协商谈判，而且能

够熟练地运用该国的知识产权规则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进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政纠纷解决、仲裁和诉讼。 

4.1.2. 扎实的法学和知识产权理论功底 
知识产权是法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规则均属于法律的范畴。在我国法律中有

知识产权法(主要为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的一个分支，学习知识产权则必须学习法学，否则无法全

面、系统地掌握知识产权规则和知识产权知识。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是法学和知识产权的融合人才，知识产权专业课程包含大量的法学专业课程。涉

外知识产权人才是即学习法学专业知识，又学习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的人才，而且要求其具有较为扎实和

深厚的法学和知识产权理论知识功底，该知识包括国内法学和知识产权的知识，也包括国际法学和知识

产权的知识。国内法学和知识产权的知识是基础，是根本，只有扎实深入地掌握和理解了国内法学和知

识产权知识，才能形成法学和知识产权的思维，才能形成我国的主权观念和国家安全观，才能掌握法律

的逻辑和运用法律规则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学习国际纠纷解决规则、国际贸易争端处理技巧、

分析和运用国际规则和外国规则才能事半功倍、驾轻就熟，能够从比较法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和思考，

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国际规则、外国规则与我国规则的区别，并寻找到深层的原因和逻辑，能够更加了

解和认知国际规则、外国规则产生的文化基础和历史根源，从而为解决纠纷、化解问题奠定基础。 

4.1.3. 精湛的知识产权实务技能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是实务性学科，对于地方性应用型高校来说更是如此。地方应用型高校应当关

注这一点，利用地方经济、地方的发展优势和地方资源实现对知识产权人才职业技能、实践技巧的培养。

地方应用型高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目标亦是实务型技能人才的培养，其培养的涉外知识产权人才

应当是能够真正参与到国际纠纷解决中、涉外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线的专业人才。为了达到此培养目标，

地方应用型高校应当开设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谈判技巧、涉外知识产权诉讼实务、涉

外知识产权仲裁实务、WTO 规则等涉外知识产权实务课程，并通过与地方涉外企业合作建立涉外实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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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基地，通过实习实训让学生真正地接触到涉外知识产权事务，不但能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能

够在实践中加深对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学习与理解。 

4.1.4. 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涉外知识产权人才是涉外知识产权矛盾和纠纷处理的专门人才。纠纷和矛盾处理的专业性要求涉外

知识产权人才具有为国家安全、民族强盛、我国企业和人民利益服务的担当精神，具有公平正义的职业

良心和忠实于委托人严谨负责的职业道德素养。产生知识产权问题的当事人与解决问题的涉外知识产权

人才之间是一种委托与受托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要求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必须尽忠职守、勤勉尽责，

遵守法律职业道德和专利代理人的职业道德。地方应用型高校在进行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应

当始终贯彻职业道德素养的培养，培养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爱祖国、爱人民，有国家担当意识、民族责任

意识，热爱涉外知识产权这个职业，保持初心不忘使命。只有如此，才能在国际事务解决中不忘国家利

益、民族利益，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纠纷中坚守自己的使命，为彰显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大国担当贡献

力量[5]。 

4.2. 应用型高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改革路径 

4.2.1. 构建“基础 + 专业”的课程体系 
科学的课程体系是培养复合型、实务型、国际型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基础。复合型、实务型、国际

型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扎实推进基础知识产权教育的同时，同步开展交叉

学科、实务技能和专业外语的教育教学，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方案以知识产权核心课程为基础，同步

开发交叉学科、涉外实务和国际双语模块的教学课程，形成科学的完整的课程体系。 
首先，知识产权核心课程是基础，是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关键课程。只有认真学习和掌握核心

课程，才能形成包括知识产权规则在内的法律思维和知识产权的创新、管理和运用思维，才能把握知识

产权的核心要旨，理解知识产权的核心要义，深刻理解并能灵活运用知识产权规则进行知识产权的全链

条的保护。其次，交叉学科的学习是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全面培养的要求。如前所述，涉外知识产权人才

的培养目标之一是复合型，其与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服务、管理的全链条密切相关。知识产

权专业并非单一学科知识的专业，虽然从规则的角度来说，其属于法学的范畴，但其从外延上来说还包

括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价值的挖掘、知识产权文献的检索以及专利的申请、专利要求书的撰写等

多学科知识的内容，包括管理学、经济学的知识，甚至涉及理工科的知识。目前，我国专利代理人的考

试资格要求必须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取得理工科专业毕业证书方能报考。这也证明了知识产权人才交

叉学科学习的必要性。再次，地方应用型高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目标之一还是实务型的，这就要

求对于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必须进行实务技能的培训，应当设置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运用实务、国际

仲裁实务、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实务等具有针对性的课程，甚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设置谈判技巧、

沟通技巧等课程，同时与涉外企业建立实习实训基地，让涉外知识产权的学生有机会到涉外企业参与真

实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跟随企业的指导老师进行真实案例的学习和操作。最后是专业外语的学习。专

业外语是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学习的课程和必须掌握的技能。只有熟练掌握专业外语的听

说读写能力，才能真正参与到涉外知识产权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培养涉外知识产权人

才的过程中应当分阶段地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融入专业外语的课程，分阶段分层次的培养涉外知识

产权学生的专业外语能力，以服务于未来的涉外知识产权实务。 

4.2.2. 通过多种途径壮大涉外师资力量 
涉外师资力量的完备是涉外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没有相适应的师资力量，科学的涉外课程体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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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立。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专业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学科跨越的难题。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养

也不例外。在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多设立在法学院或者与法学专业同在一个学院，因此法学专业、文科

相关专业的师资力量相对充足，但是管理学、经济学甚至理工科相关课程的教师则较为缺乏，难以找到

授课老师而导致相关课程无法开设，即使找到授课教师，由于对知识产权专业较为陌生，也难以实现与

知识产权专业的融合性和适应性，无法有效地传授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因此，需要通过“内培 + 外
引”两种途径解决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师资难题。首先是内培的方式，建立校内各学科教师之间的

交流学习平台，给予其他学科教师认识知识产权的机会，通过项目的联合申报和研究打通学科之间障碍，

实现学科的融合和对话。为知识产权专业教师提供到涉外企业、行业、行政机关进行挂职锻炼的机会，

提供到国内涉外知识产权学科建设较为成功的学校和国外高校访学的机会。通过这些途径实现本校教师

涉外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其次是外引的方式。注重对于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

才的引进。加强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教师之间的教育资源的共享，实现教师之间的互联互通、共引共享、

互聘互用。建立兼职教师制度，通过从涉外企业、行业代理机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引进兼职教师，从

事具有针对性的实务课程的讲授，建立灵活的授课时间、地点和方式，从地方获取可以最大化利用的师

资资源。 

4.2.3. 深度开发和挖掘国内国外的实习实训基地 
实务技能是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个能力的学习和掌握仅通过校内的课堂

教学无法满足，没有真正的参与观摩、动手操作、实践演练是无法完全具备这种技能的。因此，地方应

用型高校在培养涉外知识产权人才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调动地方和国家的资源，开发和挖掘国内国外的实

习实训场所，建立长期稳定的实习实训合作关系，为本校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动手

的机会、参与观摩的平台和实践学习的场所。地方资源的调动依赖于“校政行企”模式的建立，地方高

校应当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搭建“校政行企”的平台，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对话的机制，

为高校与相关单位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提供机会和平台。国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立则依赖于国际知识产权

合作平台，推动高校与外国企业、机构之间建立人才互动机制[9]。 

5. 结论 

全球化的到来，国家急需要大量的涉外知识产权人才。这些人才培养的方式，除了传统高校的国家

化合作、国际留学等国外学习途径之外，本土化培养在新形势下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不仅能够解决人才

培养量的需求，而且能够提高对我国具有认同感和民族感的人才培养质的目标。当然，在涉外知识产权

人才本土化培养的改革中，需要提高师资力量、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相适应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

体系，培养法学专业和知识产权专业能够适应国际化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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