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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产教融合模式的不断深化，高等院校与产业的合作逐步增强，尤其在科技创新与产学研转化领域，

知识产权教育和法律风险防控显得尤为重要。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教育创新提升高校学生及

教师的知识产权意识，同时在实际合作中有效防控法律风险，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探讨

了高等院校在产教融合中的知识产权教育现状与不足，分析了产教融合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来源，提

出了知识产权教育的创新路径与法律风险防控措施，以期为高校产教融合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教育和管理

创新及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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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del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eepen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
tion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es is progressively strengthening, especially in the domains of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outcomes. In this context, in-
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and legal risk preven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 key 
challenge for universities is how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mong students 
and faculty through educational innovation while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legal risks in practical col-
labora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shortcoming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
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t 
analyzes the sources of legal risks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is context and proposes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and measures for legal risk control.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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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教融合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重要途径。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其

与企业合作不仅能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还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提升创新能力。然而，在这

一过程中，知识产权问题日益凸显。高等院校与企业在合作研发过程中如何界定知识产权归属、有效保

护知识产权以及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高等院校肩负着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的使命，知识产权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

更是防范法律风险的基础。然而，目前高校的知识产权教育仍存在较多不足，无法完全适应产教融合

及产学研转化对知识产权管理和法律风险防控的需求。在我国，虽然已有《专利法》《著作权法》《商

标法》等相关法律，但这些法律多是以单一主体为立法基础，难以完全适应产教融合这种复杂合作形

式。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如何通过创新知识产权教育应对这一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法律风险防

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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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院校产教融合中的知识产权教育现状分析 

2.1. 知识产权的定义与特征 

知识产权是指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创造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1]。知识产权的

无形性、地域性、时间性及专属性等特征，使其在科技创新和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产教融合的过程

中，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多种形式，具体表现为技术成果、创新方案、品牌标

识等。这些知识产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增加了在产教融合中的法律风险。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使得合作双方在共同进行技术开发时，必须对成果归属进行明确界定；时间性特

征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化其经济价值也是高校与企业面临的挑战；

地域性则表明知识产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保护力度和标准不同，国际合作中的跨境知识产权保护

亦是一个重要问题。 
产教融合与产学研转化中，知识产权的联合申请已经成为常态，在这个过程中相应的合作策略与科

学管理及这个过程中的法律界定与风险防控就显得尤为重要[2]。 

2.2. 知识产权教育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高校作为知识产权教育的主阵地，在这

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学生参与企业合作项目、从事科研开发的机会

大大增加。对于这些科研项目成果，如何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是学生、教师以及企业共同关心的问题。此

外，产教融合还带来了高校科研成果的加速转化，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更加复杂[4]。因此，知识产权教

育不仅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内容，也是防止法律风险、保护科研成果的重要举措。 

2.3. 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现状与不足 

知识产权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及科技创新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及相应的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主要包含

两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成果，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二是培养学生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能够选择合适的方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成果及发明创造[5]。美国是开展知识产权制度最早

的国家，同时也是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最早的国家，并将其纳入工科及 MBA 等专业的核心课程范畴。相比

而言，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较晚，但是近年来针对知识产权教育的理念已与发达国家趋同，均认为

应该为理工科学生进行必要的知识产权教育，应当将知识产权课程作为公共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进

行系统的知识产权教育[6]。但总体来讲高校的知识产权教育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1) 课程设置不完善 
目前，部分高校虽然设有知识产权课程，但这些课程往往局限于法学专业或工科专业的学生，对于

文科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知识产权教育覆盖面较小。此外，知识产权课程内容较为单一，多集

中于理论讲解，缺乏实践性教学，无法充分满足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的需求。 
2) 知识产权教学标准尚待完善 
随着我国创新发展驱动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下，针对知识产权的通识类培养和专业人才培养

途径已日趋完善，但在知识产权本科及以上专门人才培养方面仍亟待加强，难以适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

现实需要，在目标定位、科学素养、实务技能、国际化等方面的问题仍然突出。虽然国家在 2018 年及 2021
年先后颁布了有关知识产权专业教学标准的相关文件，但在具体优化措施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7]。 

3) 教育形式单一 
高校知识产权课程多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参与和实际应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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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无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知识产权问题的能力。目前，越来越

多的高校开展了以实训实操为主的知识产权培训课程，结合学科竞赛、科研任务、产学研转化等具体目

标，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了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切身体会。 
4) 缺乏与企业的实践合作 
由于产教融合的深入，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企业合作项目的机会增多，然而高校知识产权教育往往与

企业实际需求脱节，无法为学生参与科研合作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例如，许多高校未能为学生提供关

于如何申请专利、如何进行技术保护以及如何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具体指导。高校应抓住产教融合及校

企合作的契机，充分与企业沟通知识产权人才需求，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与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进[8] [9]。 

2.4. 知识产权教育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1) 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与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教育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产权在科研与创新中的重要性，培养他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同时，系统的知识产权教育还能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使他们在创

新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创造性成果。 
2) 增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效率 
通过知识产权教育，高校可以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帮助他们在产教融合项目中更加

规范地处理知识产权问题[10]。这不仅能降低合作中的法律风险，还能提高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效率，推动

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 

3. 产教融合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分析 

3.1. 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来源 

1) 知识产权归属不明确 
高校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科研成果产权归属不明确的问题。在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发技

术成果时，往往存在多个参与方共同研发的情况。由于合作各方在科研投入、技术支持等方面的贡献不

一，可能导致各方对知识产权归属的理解不同，继而引发产权纠纷。特别是在科研成果未申请专利前，

知识产权的实际归属往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产教融合项目中涉及的技术信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和创新性，然而部分高校和企业在项目初期未能

制定完善的技术保护措施，导致技术泄露或专利申请失败。例如，在合作过程中，双方未能采取有效的

保密协议或未及时申请专利，导致技术信息被他人盗用或公开，失去了专利保护的机会。 
3) 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高校与企业通常会共享技术信息，这也带来了潜在的技术泄密风险。例如，

某些高校在未获得企业授权的情况下，可能会擅自将企业的核心技术信息公开发表或用作学术研究成果，

导致知识产权侵权。此外，企业也有可能在未获得高校科研人员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其专利技术，侵犯了

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 
4) 跨境合作中的法律风险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高校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多，然而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存在

较大差异。高校和企业在跨境合作中，若未能充分考虑知识产权在不同法律体系下的差异，可能面临更

大的法律风险。例如，在某些国家获得的专利保护未必能在其他国家有效，导致国际合作中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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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力度不足。 
5) 合同条款不完善 
合同是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工具，然而在产教融合项目中，许多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协议

未能详细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转让、保密等具体条款。这种合同条款不明确的情况容易导致双

方因合同解释不同而产生纠纷，尤其是在合作结束后，双方对研发成果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问题容易产

生冲突。 

3.2. 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表现 

1) 产权纠纷与侵权纠纷 
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归属不明确常常会引发产权纠纷。企业与高校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

若未事先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可能导致合作结束后双方对该成果的使用权、收益权等方面产生分歧。此

外，合作过程中如果未经授权使用对方的技术或成果，还可能导致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2) 技术泄密与专利失效 
产教融合项目中的技术信息具有高度的商业价值，但若合作各方未能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或及时申

请专利，技术泄密或专利失效的风险将显著增加。例如，合作各方在公开发表科研论文或技术报告时，

可能无意中公开了尚未申请专利的技术信息，导致该技术失去专利保护资格。 
3) 跨境合作中的法律冲突 
在跨国合作项目中，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受到各国法律的制约。例如，美国和欧洲的专利保护制度

存在显著差异，若合作各方未能充分了解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在一个国家获得的专利在其他国家失效，

或因未能在合作国申请专利而失去专利保护机会。 

4.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教育创新路径 

4.1. 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1) 跨学科知识产权课程的设置 
为适应产教融合的需求，高校应在原有知识产权课程的基础上，增加跨学科的知识产权教育。例如，

可以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知识产权概论”类的课程，使他们对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申请流程、保

护措施等有基本了解。此外，对于工科类、理科类的专业，可以开设更加深入的专利法、技术转移和成

果转化等课程。 
2) 引入案例教学与实践环节 
知识产权教育不仅需要理论学习，更需要通过实际案例和实践环节进行巩固。高校可以通过引入实

际的产教融合合作项目案例，让学生深入了解在实际合作中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理方式。学生还可以通过

参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亲身体验知识产权的申请、维护与转让等过程，提升实践能力。 
3)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教学 
高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开设知识产权实践课程，邀请企业的知识产权专家、律师等行业专业人士为学

生授课。这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知识产权的实务理解，还能够为学生在未来的产教融合项目中提供更多

法律风险防控的思路。 

4.2. 推动知识产权教育与产教融合 

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不仅限于科研开发，还应当体现在知识产权教育方面。通过与企业的深度合作，

高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具实践性和针对性的知识产权教育，使其在产教融合中不仅能够进行创新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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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维护成果的法律权益。 
1) 校企联合开发课程 
高校可以与合作企业共同开发知识产权课程，将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创新研发中的实际需求融入

课程内容。企业可以提供实际案例、参与课程设计，并派遣知识产权专家与高校教师共同授课。这种形

式的合作可以使学生接触到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前沿问题，并通过案例学习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2) 企业实习与科研项目相结合 
高校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知识产权相关的实习机会，让他们亲身参与企业的知识产权

申请、管理与保护工作。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接触到企业的知识产权流程，学习如何处理专利申请、

商标注册、技术转让等实务问题。同时，学生在实习期间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科研项目中，将理论知识

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提升自身的法律风险防控能力。 
3) 知识产权竞赛与创新创业结合 
高校可以通过举办知识产权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等形式，促进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与能力。通过竞赛，学生可以自主研发技术或产品，并在此过程中体验从创意到专利申请的完整流程。

同时，企业可以作为合作方参与到比赛中，为学生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

的实务操作。 

4.3. 加强法律知识与创新思维的融合 

1) 培养多学科知识融合的复合型人才 
产教融合的过程中，知识产权问题涉及法律、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因此，知识产权教育应当注

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培养具备创新思维、法律意识和技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高校可以通过开设

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在不同领域中的综合能力，使其能够在实际合作中不仅具备创新研发能力，还能

从法律角度保护自身的科研成果。 
2) 创新思维与法律保护并重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知识产权教育不能仅停留在知识普及层面，还应通过教育引导学生在创新过程

中时刻关注法律保护问题。例如，鼓励学生在进行技术创新时，考虑如何通过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等方

式保护其创新成果，并将这一过程作为创新创业课程的重要内容。同时，学生在开发创新项目时，应主

动学习如何规避法律风险，避免技术泄露和侵权纠纷。 

4.4. 利用信息化技术推动知识产权教育 

1) 建设知识产权教育平台 
高校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建设知识产权在线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知识产权学习资源。例

如，平台可以整合专利申请流程、案例分析、技术保护方案等内容，帮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知识产权的

基础知识。同时，平台可以设立在线测试和讨论区，帮助学生通过互动和实际操作提升对知识产权问

题的理解。 
2) 开发知识产权模拟平台 
高校还可以开发知识产权模拟平台，模拟专利申请、侵权诉讼、合同谈判等场景，让学生通过虚拟

环境进行实战演练。通过模拟平台，学生可以体验到知识产权实际操作中的流程和挑战，增强其实战

能力。此外，平台还可以设置跨国合作的模拟案例，让学生学习如何在国际法律环境中处理知识产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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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教融合背景下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控对策 

5.1. 加强法律风险防控意识 

高校和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首先需要提高对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重视程度。通过法律意识的普

及与教育，合作双方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知识产权在合作中的重要性，并采取主动措施进行风险防控。

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培训与宣讲 
高校应定期举办知识产权法律培训与讲座，邀请法律专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者进行宣讲，使教师

和学生在科研与合作过程中增强法律意识。企业也应加强内部培训，提高员工对知识产权管理的认识与

防控意识，确保合作过程中有效保护技术成果。 
2) 制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高校与企业应制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明确合作项目中知识产权的归属、保护、转让及使用方式。

规范应包括技术成果的披露、专利申请的时限、技术信息的保密措施等具体内容，并为双方提供明确的

法律依据和操作流程。 

5.2. 优化知识产权合同条款 

合同是产教融合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工具。为了有效防范法律风险，高校与企业在签订合作协议

时，应确保合同中知识产权条款的完备性与明确性。 
1) 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与分配 
在合同中，双方应明确约定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分配比例。若是合作开发，双方应根据各自

的贡献确定产权分配方案，并在合同中具体说明专利申请的责任方和申请时间。 
2) 制定保密协议 
合作协议中应加入详细的保密条款，规定合作双方对技术信息的保密义务。保密协议应明确规定哪

些信息属于保密范畴、保密的期限、违反保密协议的责任和后果等内容，以防止技术泄露。 
3) 收益分配与授权使用 
合作各方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机制。若知识产权涉及转让或授权使

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双方在专利或技术使用中的收益分配比例，以及如何进行后续合作和授权许可

等事宜。 

5.3.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机制 

知识产权管理机制是确保合作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保障。高校与企业在合作中，应根据各自的需求

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确保技术信息得到妥善保护。 
1) 设立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 
高校应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负责统筹管理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事务，包括专利申请、

技术转让、成果披露等方面。该机构还可以负责审核产教融合项目中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合作合同，确保

合作的规范性与合法性。 
2)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团队 
企业也应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负责合作项目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确保技术信息在合

作过程中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管理团队还应参与专利申请、技术保护等环节的管理，协助处理知

识产权侵权和纠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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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引入专业法律服务与技术审查机制 

为了有效防控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高校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可以引入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帮助双

方处理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事务。同时，可以引入独立的技术审查机制，确保科研成果的产权归属明确、

技术保护措施完善。 
1) 引入法律顾问 
在合作开始前，双方应聘请专业法律顾问对合作协议进行审核，确保合同条款的合法性与可执行性。

此外，法律顾问可以在合作过程中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协助处理专利申请、技术保护和合同纠纷

等问题。 
2) 独立技术审查 
合作双方可以定期对科研成果进行独立技术审查，确保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明确，技术信息得到充

分保护。通过技术审查，合作项目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将得到提高，知识产权的争议将会减少。 

6. 结论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知识产权教育与法律风险防控是确保高校与企业合作顺利进行的关键。通过知

识产权教育的创新，提升学生与教师的法律意识与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应对产教融合中的知识产权挑战。

同时，高校与企业需要通过加强合同管理、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以及引入专业法律服务，进一

步防控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确保科技成果得到充分保护并顺利转化。 
未来，随着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高校与企业在知识产权教育与风险防控方面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对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也

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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