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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出台，赋予了高校特殊而关键的责任，同时也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

生通识教育与国家战略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协调。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缺乏本科的先有教育，研究生的知识

产权通识教育需要承担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的知识传授任务，是中国研究生知识产权通识教育的一个重

要特色，因此“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基础意识培育仍然是研究生阶段通识教育的重点。同时，在研究生通

识教育中引入专业教育方法，尤其是对话式的案例教学方法，是通识教育协调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

策略。此外，知行合一是重要的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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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对于研究生的通识教育非常重视。
这种重视，不但源于高等教育的博雅理念，而且源于

国家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实施中对于部分

高层次 专 门 人 才 的 需 求。以 知 识 产 权 为 例，随 着

２００８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正式颁布实施，知

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提出“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产

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１］，同时要求“大
规模培养各级各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重点培养企业

急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中介服务人才”［２］。也是自这

一年起，“知识产权”被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增列为工程硕士的必修课之一［３］，显示了国

家对研究生知识产权通识教育的特殊重视。
这些政策的出台，赋予了高校特殊而关键的责

任，同时也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生通识教育

与国家战略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协调。“知识产权

制度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４］，在

西方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而在中国是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我国的知识产权

教育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相比于其他学科来

说历史较短，加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及人才培

养原本就是“成功在久不在速”的事业等因素，我国

在迅速构建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的时候，并没能同步地培养和储备一批能有效执行

这一制度的人才资源，致使近年来在面对大量的知识

产权国际保护、公共政策建设、产业发展战略、诉讼实

务应对等方面问题时严重缺少知识产权人才。“社会

对专业训练需求的强劲势头，更需要通识教育提供一

种协调、平衡的力量。”［５］在这一背景下，研究生知识

产权通识教育质量如何尽快提升？如何在尊重人数

众多、专业不同、兴趣各异的研究生个体差异的同时

培养知识产权专业素养等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热点。
现有的文献主要探讨通识教育或者知识产权专

门人才的培养问题，而很少关注二者的协调这一主



题。本文基于实证调查资料探讨知识产权通识教育

和战略性复合人才培养的协调。研究的问题是：第

一，在知识产权通识教育中研究生的个体差异和意

愿及相关因素是什么？第二，在这样的差异和意愿

下是否蕴含和专业教育共同的要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在进行之中，尚有

很多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更多的探讨。本文仅

是对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初步总结。

一、研究设计

无论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有效的教学在很

大程度上 依 赖 于 受 教 育 者 的 先 有 经 验 和 意 愿。同

时，“无论在什么学科领域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区别都不在教学内容上，而在方法和观点上”。［６］

因此，本研究首先调查分析研究生的先有经验和对

教学方法的意愿，进而探索蕴含在其中的通识教育

和专业教育的共同因素。同时由于目前尚未发现相

关统计资料，因此这里采用个案基础上的实证和概

括的方法是必要的。

１．方法与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被调查者对通识教育方法

的意愿。考虑到意愿属于观念层面的范畴，具有复

杂性和模糊性，因此我们从可探查的客观方面对被

解释变量 进 行 设 计。一 般 而 言，“法 律 专 业 教 育 领

域，最常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基本教学方法，它们分

别是案例教学法和提问教学法”［７］，这两种教学法的

关键在于学生的课堂主动性。因此我们设计了问题

“认为课堂讨论是否必要”探查被调查者的课堂主动

性，并采用该选择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该被解释

变量为定类变 量，因 此 采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模 型 进 行

计量分析。
在选择解释变量时，考虑到和意愿相关的因素

既有内在层 面 的，也 有 外 在 层 面 的，我 们 从 先 有 经

验、教学安排和认知程度这三方面来选择解释变量。
同时模型中引入可能对意愿产生影响的年龄、性别、
专业领域、就学状态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

体变量和问题描述见表１。
表１　课堂主动性影响因素变量列表及描述

大类因素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自然属性

性别 ０表示男；１表示女

年龄
１为小于等于２５岁；２为２６～３０岁；３为３１～３５
岁；４为３６～４０岁；５为４１岁及以上

专业领域
１信息 科 学 与 技 术；２生 命 科 学 与 生 命 技 术；３能

源科学与技术；４环境 科 学 与 技 术；５材 料 科 学 与

技术；６纳米科学与技术；７先进制造技术；８其他

就学状态 ０为脱产；１为在职

先有经验

课程之前感兴趣程度
１为很感兴趣；２偶尔 有 点 兴 趣；３为 一 般；４为 不

感兴趣

课程之前了解程度 １为精通；２为一般；３为基本不懂

课程 之 前 是 否 参 加 过 相 关

培训课程
０为是；１为否

课程 学 习 之 前 获 得 知 识 产

权知识的 渠 道 包 括 变 量（教

科书 、课堂教学、网络、报纸

杂志、朋友介绍 、其他）

教科书（０为无；１为有）
课堂教学（０为无；１为有）
网络（０为无；１为有）
报纸杂志（０为无；１为有）
朋友介绍 （０为无；１为有）
其他（０为无；１为有）

教学安排

课堂人数安排是否合理 ０为否；１为是

课时数设置是否合理 ０为否；１为是

认同的考核方式 １闭卷；２开卷；３大开卷；４课程报告

课后作业的必要性 １有必要；２无所谓；３没必要

指定参考书目的必要性 １有必要；２无所谓；３没必要

是否 有 必 要 开 展 知 识 产 权

课外实践活动
１有必要；２可有可无；３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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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因素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专业预期

工作中知识产权的作用
１是以后将要从事的工作；２对辅助本职工作很有

帮助；３会用到但不多；４以后工作几乎不会用到

知识产权对本专业的价值
１很重要，不可 或 缺；２一 般，偶 尔 有 用；３价 值 不

大，可有可无

硕士学习知识产权的必要性 １非常有必要；２可有可无 ；３没必要

　　２．数据来源与样本构成

本文分析的基础 是 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进行的实证调查资 料。
我们随机抽取了正在接受知识产权通识教育的中科

院２０１０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大约５０％
进行问卷 调 查，共 发 放 问 卷４９３份，回 收 问 卷４７９
份，其中有效问卷４７９份，回收率为９７．１％，有效率

为１００％。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建

立数据库进行计量分析。
本次调查的 样 本 中 男 女 比 例 分 别 为６０．１％和

３９．９％；２０～２５岁占调查比例９６．４％，；被调查者的

专业领域方面，属 于 信 息 科 学 与 技 术 的 占３５．８％，
生命科学与生命技术的占１６．１％，环境科学与技术

的占１６．７％，能源科学与技术的占４．７％，材 料 科

学与技术的占７．６％，其他为纳米科学和技术、先进

制造技术等领域。
除了进行问卷调查之外，本研究的实证资料还

来自学生在接受通识教育中对自我体验、经验的报

告，同时还有我们对学生课堂行为的观察。

二、数据分析

１．先有经验和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１）先有经验

本次调查发现，有２０．０％（见表２）的被 调 查 者

表示在参加通识课程前对知识产权很感兴趣，并有

４３．４％的被调查者表示偶尔感兴趣，这两项结果显

示了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有对知识产权的先有兴

趣。但是表３的 数 据 又 显 示 仅 有３６．５％的 被 调 查

者在参加通识课程之前对知识产权有所了解，而表

示基本不懂 的 占６３．５％。说 明 被 调 查 者 整 体 上 对

知识产权缺乏了解。
表２　通识课程之前对知识产权的兴趣

很感兴趣 偶尔感兴趣 一般 不感兴趣

人数 ９６　 ２０８　 １４８　 ２７
百分比 ２０．０％ ４３．４％ ３０．９％ ５．６％

表３　通识课程之前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

精通 了解一般知识 基本不懂

人数 １　 １７４　 ３０４
百分比 ０．２％ ３６．３％ ６３．５％

表４　之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

教科书 课堂教学 网络 报纸杂志 朋友介绍 其他

人数 ５０　 ８２　 ３１５　 １６９　 ４７　 １４
百分比１０．５％ １７．３％ ６６．５％ ３５．７％ ９．９％ ３．０％

　注：在问卷中该题为多选题，因此各项比例之和不是１００％

表５　之前是否参加过专门培训

是 否

人数 ３１　 ４４７
百分比 ６．５％ ９３．５％

表６　对之前参加培训的评价

非常好 一般 很差

人数 ５　 ２１　 ５
百分比 １４．３％ ７１．４％ １４．３％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在参加通识课程前，被调查

者 了 解 相 关 知 识 最 主 要 的 途 径 是 通 过 网 络

（６６．５％），其次是报纸 杂 志（３５．７％），也 就 是 说，其

主要途径是新闻媒体而不是专门的培训。表５的数

据进一步验证了这点，在参加本课程前，仅有６．５％
的被调查 者 参 加 过 相 关 培 训。至 于 这 些 培 训 的 质

量，表６的数 据 显 示，仅 有１４．３％的 人 表 示 培 训 质

量非常好，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表示内容很一

般，还 有１４．３％表 示 很 差。可 以 看 到，在 研 究 生 阶

段之前，被调查者的先有经验整体上处于缺乏状态。
（２）课堂主动性

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进行课

堂讨论是很有必要的（表７）。关于最合适的讨论形

式，分组讨论和自由发言是被调查者最为认可的两

种形式（表８）。表９数据显示，绝大部分被调查 者

（９２．６％）喜欢案例教学，并且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

案例教学占 用 课 堂 时 间 应 在５０％及 以 上（表１０）。
可以看出，法律专业教育最常使用的基本教学方法

在接 受 通 识 教 育 的 被 调 查 者 中 具 有 良 好 的 意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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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表７　对于课堂讨论的态度

有必要 视课程内容而定 无所谓 没必要

人数 ２８０　 １６６　 １８　 １３
百分比 ５８．７％ ３４．８％ ３．８％ ２．７％

表８　认为最合适的讨论形式

自由发言 分组讨论 老师提问 其他

人数 １５９　 ２３８　 ４４　 ８
百分比 ３５．４％ ５３．０％ ９．８％ １．８％

表９　对案例教学法的态度

喜欢 无所谓 不喜欢

人数 ４４１　 ２６　 ９
百分比 ９２．６％ ５．５％ １．９％

表１０　希望案例教学占课堂教学的比例

１００％ ５０％ 视内容而定 其他

人数 ３３　 １８８　 ２４２　 ７
百分比 ７．０％ ４０．０％ ５１．５％ １．５％

（３）课外实践

从表１１可以看出，约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具有

结合通识课参加课外实践活动的意愿，而这其实是

专业教育的通常做法。在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方式

上，法院旁听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一种，其次是名师

讲座、企业参观、实务操作训练等（表１２）。
表１１　关于开展课外活动的必要性

非常有必要 可有可无 没必要

人数 ３４５　 １０５　 ２７
百分比 ７２．３％ ２２．０％ ５．７％

表１２　关于课外实践活动的方式

法院

旁听

企业

参观

名师

讲座

学术

沙龙

实务操

作训练

人数 ３００　 １４９　 １８１　 ９２　 １３４
百分比 ７０．６％ ３５．１％ ４２．６％ ２１．６％ ３１．５％

（４）专业性预期

表１３　知识产权在今后工作中的作用

是以后将要

从事的工作

对辅助本职

工作很有帮助

会用到

但不多

几乎不

会用到

人数 １８　 ２６２　 １８２　 １７
百分比 ３．８％ ５４．７％ ３８．０％ ３．５％

从表１３数据中可以看出，有３．８％的被调查者

表示将来要从事知识产权工作，考虑到他们的背景，
这部分人将成为我国急需的高层次复合型知识产权

人才。同时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表示知识产权对

辅助其本职工作很有帮助，也就是说接受过通识教

育的被调查者中，将有超过一半的人把知识产权纳

入到未来的工作中。

２．课堂主动性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为探究被调 查 者 课 堂 主 动 性（案 例 和 提 问 等

专业教学法）的 影 响 因 素，设 定 了 因 变 量“课 堂 讨

论的必 要 性”，自 变 量 包 括 先 有 经 验、教 学 方 法 意

愿和专业性预期 等。同 时 模 型 中 引 入 可 能 对 因 变

量产生影 响 的 年 龄、性 别、专 业 领 域、就 学 状 态 等

个体特 征 作 为 控 制 变 量。二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模 型

见表１４。
引入模 型 变 量 后，整 个 模 型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Ｐ＝０．００４），模型的准确预测率达到９２．７％。在控

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课程之前获得知识

产权相关知识的途径（报纸杂志）”、“是否有必要开

展知识产权课外实践活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Ｐ＜
０．０５），“课后 作 业 的 必 要 性”也 在９０％的 置 信 水 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三个变量系数都为正系数，
所以与因变量都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先通过

报纸杂志等途径来了解知识产权知识的被调查者，
相比于其他 途 径 的 被 调 查 者 具 有 更 大 的 课 堂 主 动

性，而这种主动性是基于专业教学方法的引导激发

出来的；同时回归结果显示，希望开展课外活动的被

调查者、希望有课后作业的被调查者更喜欢课堂讨

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描述性分析显示了被

调查者对课外活动具有良好的意愿，这成为通识教育

与专业教育协调的关键有利因素之一。同时，参考书

和考核方式这两个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之前通过网络了解知识产

权”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这是近三分之二的

被调查者获取先有知识的主要途径，但并未对其在

通识教育中接受专业教育的意愿产生影响。结合上

文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原因

的事实。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结合后续的调查和访谈，本文

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下面我们对这些结果进

行分析和讨论。
第一，研究生知识产权通识教育基础薄弱，缺乏

本科的先有教育，因此“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基础

意识培育仍然是研究生阶段通识教育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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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课堂主动性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Ｂ　 Ｓ．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控制变量

　性别 ．２４０ ．４５９ ．２７４　 １ ．６００　 １．２７２

　年龄 －．２７７ ．３４０ ．６６４　 １ ．４１５ ．７５８

　就学状态 １９．３５２　 １２９９２．２３６ ．０００　 １ ．９９９　 ２．５３８Ｅ８

　专业领域（相对于“其他”专业） ３．０７３　 ７ ．８７８

　　信息科学与技术 －．１７６ ．６５７ ．０７１　 １ ．７８９ ．８３９

　　生命科学与生命技术 －．７７６ ．７１６　 １．１７７　 １ ．２７８ ．４６０

　　能源科学与技术 －．０５３　 １．２８０ ．００２　 １ ．９６７ ．９４９

　　环境科学与技术 －．２８７ ．７７９ ．１３５　 １ ．７１３ ．７５１

　　材料科学与技术 １８．０９７　 ６５４８．３５６ ．０００　 １ ．９９８　 ７．２３４Ｅ７

　　纳米科学与技术 －２．３７０　 １．６８０　 １．９９０　 １ ．１５８ ．０９３

　　先进制造技术 １７．０５９　 ２７４１５．４５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２．５６１Ｅ７
自变量

　课程之前感兴趣程度 ．３０２ ．２７７　 １．１９０　 １ ．２７５　 １．３５３

　课程之前了解程度 －．２９１ ．４５４ ．４１２　 １ ．５２１ ．７４７

　课程之前是否参加过相关培训课程 －．３０９ ．９７２ ．１０１　 １ ．７５１ ．７３４

　课程学习之前获得知识产权知识的渠道

　　教科书 １．８０１　 １．２４４　 ２．０９６　 １ ．１４８　 ６．０５３

　　课堂教学 ．２４２ ．８１３ ．０８９　 １ ．７６６　 １．２７４

　　网络 ．１６１ ．６９８ ．０５４　 １ ．８１７　 １．１７５

　　报纸杂志 １．４３８＊＊＊ ．６３７　 ５．０９６　 １ ．０２４　 ４．２１２

　　朋友介绍 ．７２６ ．９９１ ．５３７　 １ ．４６４　 ２．０６７

　　其他 －．８７９　 １．０８１ ．６６１　 １ ．４１６ ．４１５

　课堂人数安排是否合理 －．２３０ ．３０３ ．５７８　 １ ．４４７ ．７９４

　课时数设置是否合理 ．１８６ ．２９１ ．４０８　 １ ．５２３　 １．２０４

　认同的考核方式 －．４３５ ．４５９ ．８９６　 １ ．３４４ ．６４７

　课后作业的必要性 ．７０４＊＊ ．３９１　 ３．２４１　 １ ．０７２　 ２．０２１

　指定参考书目的必要性 ．１５６ ．２８５ ．３０１　 １ ．５８３　 １．１６９

　是否有必要开展知识产权课外实践活动 ．９６７＊＊＊ ．３２９　 ８．６３５　 １ ．００３　 ２．６３０

　知识产权对今后工作的作用 －．２３６ ．３９６ ．３５７　 １ ．５５０ ．７８９

　知识产权对本专业的价值 ．３００ ．４４５ ．４５５　 １ ．５００　 １．３５０

　硕士学习知识产权的必要性 ．２９５ ．２５１　 １．３８５　 １ ．２３９　 １．３４３
常量 －２．５０８　 １．９８６　 １．５９４　 １ ．２０７ ．０８１
－２的对数似然值 １７２．０６６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２８０
卡方 ５２．１６９
Ｄｆ　 ２８

　　　　注：Ｂ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Ｓ．Ｅ．为标准误，Ｅｘｐ（Ｂ）为对数比。＊＊＊ 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Ｐ＜０．１

　　调查显示研究生之前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主

要来自媒体的宣传报道而不是本科阶段的教育。正

如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我国高校的非法学专业

很少开展知识产权通识教育，为此，２００７年来自６０
多所高校的近百名知识产权教师曾共同发出了《关

于推进高等院校知识产权公共必修课程的倡议书》。
关于本科阶段的这种状况，在调查中一位力学专业

学生这样说：

在（本科）做毕业设计时，题目是让某同学设计

一个关于控制油井井喷井涌的实验室模拟装置，目

前已有的该类装置是在油田上的实体，体积过于庞

大，不适宜实验室用。该同学将该模型设计完成后，
导师建议他申请专利，但由于该同学对专利知识缺

乏了解，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
“学习是个人成长的过程”［８］，研究生的 知 识 产

权通识教育需要承担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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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中国研究生知识产权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

特色，无论是其理念，还是方法与策略，都值得我们

给予更充分的关注。
调查还显示，互联网虽然是学生们先有知识的

主要来源，但并未如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一样给予

学生们更为专业的素养培育。其原因除了传媒内容

的差别之外，互联网让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变得更容

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一位同学这样说：“正值

《让子 弹 飞》热 映，两 三 天 后 就 在 网 上 下 载 了 高 清

版。”另一位同学说：“网上买书，发现正版价格即使

打八折还是不能承受，于是到某网站购了盗版书。”
第二，在研究生阶段的通识教育中引入专业教

育方法，尤其是对话式的案例教学方法，是通识教育

协调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策略。
上述两点结论提出了一个关于教学设计的基本

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课堂把握的基本问题：基本知

识的普及和专业教学方法的渗透都是必需的，但是

如何协调二者呢？通识教育如何能适应不同兴趣的

学生，更重要的是如何适应不同预期的学生，以至于

能深深吸引每一个学生，并且又在目标和基本的教

学上保持一视同仁？调查结果已经给出了基本的启

发：对话式的案例教学能起到较好的协调作用。首

先，对话是有效的，它能迅速、自然而又轻松地把人

们带入基础，也带入前沿。其次，当前国内外有关知

识产权的问题聚讼盈庭，纷争不断，可为教学提供大

量值得讨论的热点案例；最后，对话和讨论在课堂把

握上虽说没有一个共同的比例，没有一种对所有学

生都适合的程式，但是有一点对于每所学校的要求

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授课教师应当既注重基础也注

重前沿，既鼓励广博也鼓励精深。
第三，知行合一是重要的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

教育的策略。
调查显示，课外实践活动的辅助比参考书目和

考核更重要；课堂的互动和对话比教师讲授更重要。
例如一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这样说：

著作权与专利权对于我们很多学生都有现实的

重要意义。我们在读研过程中，很多时候都要与之

打交道。自己认为学习本课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

拿学分，更重要的是学以致用，无论以后是保护自己

的利益还是维护别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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