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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多层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研究∗

———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

□唱婷婷　杨新涯　沈敏　曹京

　　摘要　探究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有效模式,旨在响应国家大力倡导的高校知识

产权工作,拓展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的创新途径.此文从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

的内涵入手,通过现状研究与实务调研,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提出高校图书馆的多层级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模式.具体表现为“素养提升＋宣传导向”的基础教育、注重“复合型＋应用型”的进阶

教育,以及“专业培养＋实务强化”的高阶教育.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论述多层级知识产权素

养教育模式的实例内容,验证了该模式更具目标靶向性与现实有效性的实践效果,为我国高校图

书馆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提供可行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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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近年我国知识产

权事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高校图书馆顺应«知识产

权人才“十三五”规划»«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等政策导向,对知识产权工作愈加重视,«高校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明确了高校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是一般设立在高校图书馆、开
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等工作的机构[１].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不单是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主要

组成部分,更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深
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为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提供了宏

观指导[２].高校图书馆承接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优

势,体现在高校对内具备丰富的数据资源,可以集成

知识产权的多源信息融合,支撑教育输出的可靠性;
对外具备高质量的教学、科研条件,可以充分调动与

整合各类知识产权教师及专家学者,保障高水平的

师资力量与不断创新产出的科研能力.故高校图书

馆理应凸显优势地位,担负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重

任,丰富与创新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可行模式,深入

落实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的示范作用.
重庆大学图书馆作为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以及技术与创新发展中心(Technology
andInnovationSupportCenter,TISC)的获批机构,
在有关知识产权教育的大量研究与实践中探索出多

层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即针对不同教育受众

按不同教育层次与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知识产权素

养教育,以此提升教育效果与效率.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对于知识产权素养内涵的研究较

少,尚未形成统一公认的概念.国外研究是将知识

产权知识作为高校图书情报学中信息素养的一部分

进行研究[３－４],认为知识产权知识是通过各种信息

和通信技术进行搜索、查找、整理、分析和评估知识

产权信息的能力.国内有研究认为知识产权素养主

要包括知识产权意识和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两方面的

内容,而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与方法、导师和学习动

机是影响知识产权素养提升的关键因素[５].在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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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概念“信息素养”的比较研究中,部分学者定义知

识产权素养是“人们了解什么是知识产权以及如何

运用知识产权解决问题的能力”,认为知识产权素养

是信息素养的核心[６];信息素养是知识产权素养的

基础,知识产权素养是信息素养的高级表现形式[７].
在以教育对象为侧重的研究中,有研究提出大学生

知识产权素养是在学习、工作中运用知识产权信息

与技术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意

识、知识产权能力和知识产权道德[８];研究生知识产

权素养应具有科技、情报、法律和管理等多学科的专

业知识和素质[９].
综合有关知识产权素养内涵的已有研究,本文

将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概括为:以高校图

书馆为教育主体,面向校内外师生、科研工作者、知
识产权相关从业人员,及一般社会读者等各类教育

受众群体,围绕知识产权素养培育的相关主题,开展

教学、宣传推广、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旨在提升教

育受众群体对于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能力.

２．２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研究现状

现以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为主题的研

究中,多从重要性与可行性角度出发,阐释高校图书

馆开展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优势.其中有研究通过

对教育形式、组织机构与人员、教育对象的调研,构
建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体系[２];以建立五

大课程模块为核心,构建面向多主体的高校图书馆

知识产权课程体系模型[１０];另有从实践角度探究高

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教育的策略研究[１１].相对

于具有主题针对性的专题探讨,有关高校图书馆知

识产权素养教育的现有研究,多见于综合论述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内容中.有研究认为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应立足图书馆学研究整体,注重学科内整

合,提高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与图书馆学其他研究领

域的契合度[１２].北京大学图书馆更是在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总体框架的构建中提出了分用户、分层次

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１３],但并未深入展开研究.知

识产权素养教育的内容涵盖面广,但高校图书馆目

前主要停留于专利素养与版权素养教育[１４],且以专

利教育为主,形式多为公共必修课、选修课以及专题

讲座[１５].有研究提出应改革“文献检索”课程,构建

专利信息素养教育体系[１６],还有调查研究将现有高

校图书馆专利教育划分为四个层次,并发现专业性

较强 的 第 三、四 层 次 教 育 “因 校 而 异”,开 展 者

寥寥[１７].
文献调研显示,目前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作为

主题研究的文献占比小,且理论研究多、实务研究

少.此外,现有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高校图

书馆知识产权师资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相关专

业人才匮乏[１８];教育主要面向校内,社会开放度

小[１９];内容陈旧且零散,案例教学薄弱[８].

３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调研与问题

分析

３．１　现有实践调研

为探究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高效模

式,笔者以我国首批２３所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中心为调研对象,对现有教育工作进行实践调研,
相关结果如表１所示.信息获取途径涉及网络搜

索、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交流研讨等.
表１　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现状

高校名称

线上教育形式 线下教育形式

科普

推文
微课 讲座

培训

讲座

固定

课程

宣传

推广

活动

协同

合作

北京大学 √ √ √ √ √
北京交通大学 √ √ √ √ √
北京科技大学 √ √ √ √ √

重庆大学 √ √ √ √ √ √
大连理工大学 √ √
电子科技大学 √ √ √ √
东北林业大学 √ √ √ √
东北师范大学 √ √ √

广西大学 √ √ √ √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
河北工业大学 √ √ √ √ √
华南理工大学 √ √ √ √ √
华中科技大学 √ √ √
南京工业大学 √ √ √ √

宁波大学 √ √ √ √ √
清华大学 √ √ √

上海交通大学 √ √ √ √
同济大学 √ √ √ √

西安交通大学 √ √ √
湘潭大学 √
郑州大学 √ √ √

中国海洋大学 √ √
中山大学 √ √ √ √

注:“√”表示按调研方法搜索到已开展对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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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需求调研

本研究进一步针对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

育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需求调研,调研采用问卷形式.
共回收有效问卷２８２份,参与问卷调研的对象基本

信息如表２所示.从问卷调研的部分结果来看,有

６２０６％的调研对象认为对于自身目前的学习或科

研,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帮助很大;５８１６％的调研对

象表示有兴趣了解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素养教

育,但要视具体内容而定是否参加;在“您如何看待

目前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一题中,

选项“认为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宣传力度仍有待加

强”占比最高,达３５１１％,另外不同对象对于教育

内容与形式的需求分析如图１所示.
表２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

信息类别 信息详情

身份
学生３４４０％,教师及科研人员２５８９％,科研管理人员

１７０２％,知识产权相关从业者２２６９％

学历
专科及以下２．１４％,本科３６．５２％,硕士４６．４５％,博士

１４．８９％

学科
理工 科 ５０．３５％,法 学 １８．７９％,文 科 ２０．５７％,其 他

１０．２８％

(１)教育内容需求分析

(２)教育形式需求分析

图１　调研对象对于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与形式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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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调研问题分析

(１)教育内容有待有序化

当下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课程体系不完善,受
众群体与所授内容匹配度不高.对调研范围内的教

育主题进行词频统计发现,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专利

检索,此外主要集中于专利申请、专利分析等流程、
理论类基础内容,有的甚至是几类集中主题内容的

不断重复.由此可见,目前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

养教育主要停留于通识教育,内容简单,较难满足对

专业化、实用化知识产权知识要求较高的群体的需

求,另外鲜有面向校外群体的教育输出.
(２)教育形式有待体系化

现阶段高校图书馆最主要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

形式为不定期的讲座与培训,固定课程尚少.科普

推文、微课等新媒体教学形式虽然生动形象,参与度

好,但尚未被广泛采用.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的教学活动开展存在随机的问题,各类教

育形式有待体系化.
(３)教育的需求导向有待强化

在网络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不同的对象往往

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靶向获取对自身最具价值的知

识内容,正如调研显示,不同对象对于知识产权素养

教育内容或形式的需求侧重均有所不同.然而目前

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需求驱动薄

弱,具备不同针对性、不同层次性的教育实践仍有待

强化.
(４)宣传与协同合作有待深化

当下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产权宣传教育平台亟待

加强建设.调研发现,若干所高校图书馆网站尚无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模块,具备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专

题网页的则更少,且宣传推广的目标定位不明确.
另外,与相关组织机构的工作联动不充分,大部分仍

停留于闭门造车,没有做到充分协同可利用的师资

与资源.

４　构建多层级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

为解决知识产权素养教育随机无序、重理论轻

实务,以及各类对象与其接收内容匹配度不高、针对

性不强等问题,文章提出构建多层级高校图书馆知

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层级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

４．１　“素养提升＋宣传导向”的基础教育

高校图书馆基础知识产权素养教育面向高校图

书馆一般社会读者及高校非知识产权相关学生,体
现通识教育的特点,输出内容简单、具有普适性,目
前高校图书馆大多数采用此思路,但输出内容较为

分散且重复.基础教育应注重以知识产权素养提升

为目标,强调宣传导向为主要教育手段.首先,加强

推进通识课程建设,制定详细的课程计划,谱系化搭

建课程体系,对培养知识产权意识与基础常识类内

容进行细致划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基础教育.
其次,完善宣传体系,切实倡导创新文化.利用多种

媒体渠道,借鉴寓教于乐的知识产权科普推文、微
课、主题创意活动等知识产权宣传教育的经验,有助

于扩大有兴趣接受知识产权基础教育群体的覆盖面

与参与度,起到良好宣传作用的同时亦可带动图书

馆其他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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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注重“复合型＋应用型”的进阶教育

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专业设置在法学院,然而仅

仅法律学科背景的知识产权学生尚且无法满足日新

月异的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应用型复合型知识产权

人才正呈刚性需求态势[２０],高校应当逐步加强培养

具有理工科背景的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此外,当
下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内容重理论轻实

务,然而对于科研人员往往需要的恰是嵌入实际科

研创新、立项、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实务知

识.在以助力科研创新为目的的高校图书馆知识产

权进阶教育中,应培养既掌握知识产权法律相关内

容,同时又具备信息、管理、科技等综合知识的知识

产权复合型、应用型受众群体.可结合服务项目嵌

入,模拟案例实践,定制实务专题讲座、研讨汇报,开
展如“订单培养”“联合培养”等高校图书馆与实务部

门的联合教育方式,另外还可考虑设计开发相关知

识产品,以定题服务形式助力科研创新的同时完成

知识产权“复合型＋应用型”的进阶教育.

４．３　“专业培养＋实务强化”的高阶教育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高阶教育主要面向的

对象为知识产权专业学生以及校内外相关从业人

员,故需强调专业培养与实务强化.不同于学院式

教育,图书馆可结合信息素养教育的经验,加强多场

景整合的教育形式.如利用与相关数据库商、服务

机构、各级知识产权局等单位的合作优势,聘请行业

精英,组建专业的强化短训班、轮训班,或开展线上

线下融合的案例式教学与实务模拟等.其次,高校

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立足高校、辐射地方,亦是

培养区域知识产权精英人才的重要阵地,亦可开设

如“一带一路”涉外知识产权实务等主题培训,全面

提升区域知识产权人才的实务能力.
构建多层级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

式,有利于统筹不同教育受众的素养教育方案,将教

育内容系列化,避免单一化和边缘化,以此增强各类

受众群体对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黏性.

５　重庆大学图书馆多层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实践

案例分析

５．１　教育框架与内容

重庆大学图书馆紧跟国家政策导向,于２０１８年

７月成立重庆市首家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并成功获批全国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第三批 TISC机构.为遵循高校国家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有关人才培养的工作要求,响应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学院为满足不同层次教育对象[２１]的

目标,重庆大学图书馆在不断研究与实践的探索中,
总结出多层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其框架如图

３所示.

图３　重庆大学图书馆多层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框架

５．２　基础教育为主的常规工作

(１)日常咨询

重庆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归属于重庆大

学图书馆情报服务部,与情报服务部的教育部科技

查新工作站、学科服务评价中心服务内容互相交叉,
形成紧密合作,共享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咨询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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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电话、面对面现场咨询等方式,及时解答日常校

内外读者提出的知识产权信息咨询问题.
(２)宣传活动

为培养读者的知识产权兴趣,加大对象的参与

度,重庆大学图书馆开展了系列丰富的知识产权宣

传活动.如２０２０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重庆大学

图书馆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通过全流程云组织策

划、新媒体智能运用等途径,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

举办了首届知识产权知识竞赛,开拓了知识产权“以
赛促学”的新方式.又如协同重庆大学多个科研单

位,不定期开展“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科研成果展,
面向校内外对重庆大学的高价值知识产权成果进行

宣传展示.为验证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效果,重庆大

学图书馆每年面对各类受众进行知识产权素养教育

满意度问卷回访,涉及不同类型、不同结构深度的教

育内容,回收问卷得到评价为基本满意或满意的高

达９０％,验 证 了 分 级 分 类 教 育 模 式 得 到 了 普 遍

认可.
(３)固定教学

为奠定知识产权教育基础,重庆大学图书馆搭

建了具有普适性的知识产权素养课程,并将其融入

研究生公共选修课“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该课程

内容重在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介绍知

识产权的基础知识与检索要点.
除融入信息素养课程外,重庆大学图书馆将基

础教育对象最为关注的专利基础知识进行提炼整

合,以“专利检索”“专利分析”“PCT 申请及审查”
“高价值专利筛选”为内容,递进开设４课时固定讲

座,形成知识进化;另外为补充师资、应对基础教育

的专业广度,紧跟知识产权最新政策走向,在教育对

象完成４课时讲座后,对外邀请知识产权行业专家

进行“X主题内容”的教学活动.由此形成的重庆大

学图书馆“４＋X”一体化知识产权基础教育讲座,如
图４所示.

图４　重庆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４＋X”一体化基础教育讲座

　　以２０２０年度为例,在４课时专利基础讲座后,
又先后面向校内外进行了“专利挖掘及技术交底书

的撰写”“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高校创新之思”“专利大

数据运用支撑高价值专利培育”“提升专利价值加速

高校成果转化”４课程的X主题讲座,构建了集专利

“检索－分析－挖掘－创新－申请－培育－转化”于
一体的课程体系.

５．３　进阶教育为辅的增值服务

(１)嵌入信息服务,助力科研全流程应用

重庆大学图书馆在面向以理工科学生为主的知

识产权进阶教育中,重点强调复合型培养,与校内科

技处、学生工作处等部门联合培养,将知识产权教育

融入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互联网＋”等科技创新类

竞赛活动,及时解答学生在比赛过程中遇到的知识

产权问题.此外,重庆大学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以应用为导向,主动走入院系、研究所及产学研

企业等科研一线,在服务过程中了解科研工作者的

知识产权领域盲区,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通过领域

核心知识产权跟踪、热点分析、预警等知识模块解

读,对科研工作者进行科教融合式的知识产权进阶

教育.
(２)以支撑科研决策为导向,推送持续改进的知

识产品

重庆大学图书馆定期推出专利信息季报、年报,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分析、高价值专利分析等报告类

知识产品,且报告中涉及知识产权应用术语解读等

内容,以满足尤其是理工类知识产权创造者的信息

资源获取需求.其次,定题推送某领域知识产权简

报,意在以支撑科研决策为导向,对研究人员与科研

管理决策者进行隐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此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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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大学图书馆网站的知识信息服务板块正逐步开发

内容多样、生动活泼的微视频知识产品,以及策划多

源信息融合的定制化知识产权信息知识库,这些都

是通过知识产品推送,开展“复合型＋应用型”进阶

教育的有效形式.

５．４　高阶教育推动的精英人才培养

(１)对内师资培养

重庆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对内人才培养融入了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科的专业教育,更加注重理论知

识的系统学习,法律思维的针对训练,职业道德的涵

化养成,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其次,重庆

大学图书馆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的方式,
聘请专家授课提升内部师资能力,以及有针对性的

外派培训,加强内部专业队伍建设,目的在于通过高

阶教育使得内部人员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

贯通、灵活运用,并培养其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

教育活动、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实践的能力.
(２)对外精英培训

重庆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对外高阶教育意在培

养服务西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职业型、创新型

精英人才.典型教学形式有:①举办不定期行业论

坛,召集重庆市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同行,探讨重庆

市知识产权行业的发展趋势与热点,取长补短,提升

业务能力的同时助力区域行业发展;②通过协同合

作,开展以区域高层次专项教育为主的高阶培训项

目.如２０２０年获重庆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支持,面
向重庆市各大高校、各企事业相关单位举办知识产

权分析评议高级培训项目,为扎实推进重庆市知识

产权精英人才培养与分析评议培育工作做出典范;

③重庆大学图书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联盟”的发起单位,将馆际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工作充分结合该联盟的协同合作,构建

成渝地区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互帮互助、互
学互补、互促互进、共建设同发展的合作机制,持续

推动成渝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专职馆员的人才培养

工作.

６　结语

教育本身是分层次的,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亦应

如此.多层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的关键要素在

于将不同受众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与形式进行层级

化统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且不同层级教育

将互相影响,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促进高校图书馆知

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素养教育充分体现了高校图书馆肩负

支撑学科发展与教学辅助的重要职能,另外作为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势必成为高校图书馆

创新服务的重要转型.重庆大学图书馆在不断的迭

代创新中摸索出多层级知识产权素养教育模式,包
括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常规工作,以进阶教育为辅的

增值服务,以及高阶教育推动的精英人才培养,由此

使得各级各类教育群体收获更好的教育体验,意在

形成人人都可成才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通道,以期

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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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

中国计量大学图书馆始建于１９８１年,２００３年７月,随学校由杭州学院路老校区整体搬迁至下沙高教园

区.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下沙校区新馆正式启用.馆舍工程为邵氏基金赠款第十六批大学项目,故名逸夫图书馆.

２００９年,东校区图书馆开馆,２０２０年,义乌校区图书馆开馆.馆舍总面积３．９万平方米,阅览座位３７１５个.
目前馆藏纸质文献２５４万册,在线服务的电子图书２７１万种、中外文电子文献数据库５０多个.馆藏文献涉

及理、工、管、法、文、经、医(药)、农、艺等多个学科门类,在多学科文献收藏的基础上突出计量、标准化、质量

检验、质量管理等特色,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检定规程文献的收藏较为齐全.
图书馆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育人”的理念,采用 RFID智能化大开放管理系统,围绕学校建设特色鲜明

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为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提供有力的文献服务保障,荣获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最美图书馆”和浙江省教育系统“三育人”先进集体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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