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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教学条件    

Ⅰ-1 经费投入情况 

近 4 年本专业本科生每年生均教学经费(单位:元/生·年)情况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650 1710 1840 1990 

近 4 年学校累计向本专业投入专业建设经费 106 万元 

Ⅰ-2 实验室情况 

专 业 实 验 室 名 称 
专业实验室

面积（M
2
） 

设备名称 
设备数 

（台） 

设备价值 

（万元） 

共  计 498  144 140.64 

模拟法庭 166 计算机、投影仪 3 0.83 

斯坦福英语实验室 83 计算机、交换机 50 24.09 

语音实验室 83 计算机、交换机 40 52.00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 83 计算机、交换机 48 62.27 

创新创业中心 83 移动投影仪松下 PT-UX20、计算机等 3 1.45 

Ⅰ-3 实习实践条件 

校内实习实践教学基地情况 

学校投资兴建的模拟法庭，配备了完善的硬件设备，配备法庭专用标志和设施，能够基本实现各类案件模

拟审判、模拟听证功能，并将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如电动屏幕、展示台、投影仪、音响等运用于法庭之中，也可

以作为日常法学课所用，一室多用。同时引进了较为先进的教学模拟软件，搭建了校内实习实训教学平台，实

现了专业教学的“全真模拟”。知识产权专业实验室由模拟法庭、语音实验室、斯坦福英语实验室和计算机实

验室组成。实验室面积约 330平方米、总价值约 78万元，电脑共 85 台，软件 3 套，交换机 2 台。 

语音实验室和斯坦福英语实验室便于学生进行有效的专业英语听说训练和英语综合训练，在提高学生外语

学习兴趣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外语应用能力。计算机基础实验室可以完成计算机基础应用练习和程序设计练习等

实验项目，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机操作和相关软件的使用能力。综上所述，学校的知识产权专业的校内实验

室设施齐全、功能完备，能够很好地满足知识产权专业课程的相关实训要求，对于“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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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教学基地情况 

单  位  名  称 
是否有 

协  议 
承担的教学任务 

每次接受 

学生人数 

大连中意商标注册事务所 有 商标代理实务 8 

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有 国际技术贸易实务 20 

大连世达集团有限公司 有 知识产权管理 25 

大连富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有 知识产权业务咨询 10 

辽宁开元来律师事务所 有 知识产权业务咨询 10 

Ⅰ-4 教材建设与专业文献资料情况 

使用近 3 年出版的新教材比例 82   ％ 

本单位有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教材 0 部 

      近 4年本专业图书文献资料购置经费 532.43 万元 

拥有期刊数（种）（含电子读物） 

中 文 22866 种 

外 文 39 种 

编写出版或自编教材名称 主  编 
编写内容 

字    数 
出版时间或编写时间 出版或使用情况 

国际商法 宗艳霞 570000 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已出版，供教学使用 

经济法概论（2011 年版） 巩丽霞 560000 字 
国际商务出版社 

2011 年 
再版，供教学使用 

法律基础 宗艳霞 280000 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已出版，供教学使用 

经济法概论 巩丽霞 540000 字 
国际商务出版社 

2008 年 
已出版，供教学使用 

订阅中、外文学术刊物名称 刊物主办单位 起订时间 

China’s foreign trad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1 

The economist. Economist Newspaper Ltd. 2007 

Business week. Bloomberg L.P., etc. 2003 

The Reader’s digest.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td. 
2007 

Time international. Time, Inc. 2007 

Fortune Time In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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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界 財界研究所 2007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Money. Time Inc. 2007 

Forbes Asia. Forbes Asia Inc. 2007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

ежом 
ЗАО “Златоуст” 2012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s 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英文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s Press 2013 

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2002 

国际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2013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西北政法学院 2010 

法学论坛 《法学论坛》杂志社 2004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2001 

环球法律评论 《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 2005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学院 2006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该刊编辑

部 
201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4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004 

法制与经济 《法制与经济》杂志社 2001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03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04 

经济问题探索 《经济问题探索》杂志社 2003 

世界经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金融经济 《金融经济》杂志社 2001 

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 1995 

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 2011 



 

 4

财经论丛 《财经论丛》杂志社 2001 

国际经济评论 《世界经济》杂志社 2000 

经济评论 《经济评论》杂志社 2001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财经研究 《财经研究》杂志社 2001 

财贸经济 《财贸经济》杂志社 2003 

价格理论与实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经济与管理研究 《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 2003 

商业经济与管理 《商业经济与管理》杂志社 2003 

当代经济研究 《当代经济研究》杂志社 2003 

当代财经 《当代财经》杂志社 2003 

经济纵横 《经济纵横》杂志社 2003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杂志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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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师资队伍情况    

Ⅱ-1 整体情况 

45 岁以下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比例 18％ 35 岁以下教师中具有博、硕士学位者比例 100％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不知道吴兴光老师职称） 
人数合计 

35 岁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以上 

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2 0 1 0 1 0 

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4 0 4 0 0 0 

讲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6 3 3 0 0 0 

Ⅱ-2 专业课教师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最高 

学位 
授学位单位名称 获最高学位的专业名称 是否 

兼职 

范兰宁 女 1979/01 讲师 硕士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 否  

巩丽霞 女 1957/08 教授 学士 山西大学 法学 否 

李玉娜 女 1974/09 副教授 硕士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 是 

刘中梅 女 1978/04 副教授 博士 东北林业大学 法学 是 

吕方圆 男 1986/02 讲师 博士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 是 

吕瑛 女 1978/10 讲师 硕士 黑龙江大学 法学 是 

任宪龙 男 1977/01 讲师 硕士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 是 

刘玉 女  1985/04 讲师 硕士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法学 是 

赵文燕 女 1974/09 副教授 硕士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 否 

宗艳霞 女 1975/09 教授 硕士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 否 

侯建峰 女 1975/07 副教授 硕士 辽宁大学 法律 否 

王鑫颖 女 1983/07 讲师 硕士 云南民族大学 法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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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科学研究 

Ⅲ-1 近 3 年科研总体情况（含教学研究与教学成果） 

教师参加科研（教研）比例 100  ％ 近 4 年年人均发表科研（教研）论文 4 篇 

科研经费 
（万元） 

出版专著 
（含教材）(部) 

发表学术 
论文（篇） 

获奖成果 
（项） 

鉴定成果 
（项） 

专利 
（项） 

17.8 5 41 11 0 0 

Ⅲ-2 主要科研成果 

成果（获奖项目、论文、专著）名称 获奖名称、等级或鉴定单位，发表

刊物，出版单位，时间 姓  名 署 名 

次 序 

获奖项目： 

1.TPP 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及应对——从 TPP知识

产权条款探微 

2.网络知识产权行政法保护制度面临的冲击与应对 

 

3.基层统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基层

统战工作问题研究 

4.新形势下中国知识产权贸易战略政策建议----从

美国 2015 年<特别 301 报告>的分析切入 

5.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制度创新思考——兼论陕西省

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

见 

6.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资收入水平与相关问题研究 

 

7.推动外贸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型的对策——以商

业秘密保护立法为视角 

 

8.新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定

位与实现路径 

9.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研究-以应用型

本科高校为研究对象 

10.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操作模式研

究-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专著： 

1.经济法概论（2011年版） 

2.国际商法（理工大学出版社） 

3.经济法概论 

4.法律基础 

5.商贸法律与案例 

论文： 

1.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财政支持政策分析与建议 

 

1.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2016 年学会

征文三等奖， 2016.09 

2.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第十一届学

术研讨会三等奖，2016.01 

3.2015 年度辽宁省统战理论研究

优秀成果三等奖 

4.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2015 年度征

文二等奖，2015.09 

5.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

五”高等教育研究优秀学术成果

一等奖，2015.06 

6.大连市第二次经济普查优秀奖，

2010.12 

7.2010“中国外经贸改革与发

展”征文，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办，

2010.09 

8.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 2012 年学

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9. 2014 年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

动月“全面深化改革与学习型组织

建设”征文活动优秀成果一等奖 

10.2010年度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课

题研究一等奖 

1.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1.08 

2.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09 

3.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7.06 

4.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05 

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10 

1.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巩丽霞 

 

巩丽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巩丽霞、

宗艳霞 

 

巩丽霞 

 

巩丽霞 

宗艳霞 

巩丽霞 

宗艳霞 

赵文燕 

 

宗艳霞 

 

1 

 

1 

 

1 

 

1 

 

1 

 

 

1 

 

 

1、2 

 

1 

 

1、2 

 

 

1 

 

1 

1 

1 

1 

2 

 

1 



 

 7

 

2.网络专利侵权的行政法保护制度考察及建议 

3.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障碍性因素及策略 

4.论知识产权的行政法保护及路径 

 

5.网络知识产权行政法保护制度面临的冲击与应对 

6.新形势下中国知识产权贸易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从美国 2015 年《特别 301报告》的分析切入 

7.新形势下中国知识产权贸易战略政策建议—从美

国.2015 年《特别 301 报告》的分析切入 

8.南海争端中海峡两岸开展维权执法合作路径探析 

9.面向防灾减灾指挥系统的物联网建模方法研究 

10.南海争端中海峡两岸开展维权执法合作路径探析

（xb） 

11.专利行政执法问题研判与制度设计 

 

12.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制度创新思考——兼论陕西省

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

见》的不足与完善 

13.新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定

位与基本路径 

14.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制度创新之再思考 

 

15.新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定

位与基本路径 

16.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死亡无名氏索赔主体问题-

兼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建议稿》第 26 条 1 

17.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死亡无名氏索赔主体问题 

18.对完善留学生教育合同相应立法的探讨 

19.论留学生教育合同相应立法的完善 

 

20.从教育合同关系的角度看高校对学生的管理 

21. 民办高校章程建设研究 

22. 地方性公共财政扶持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优化

选择 

23. 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扶持政策 

24.论“超 WTO 义务”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

—以“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为样本 

25.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与 WTO 体制下自由贸易规

则——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述评 

26. 邻避理论与公众接受技术风险的因素识别分析

——以公众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化工业的风险感知为

例 

27. 一则案例引发网络商标侵权行为如何治理思考 

版）2016.08 

2.湖南社会科学 2016.07 

3.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6.04 

4.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 

5.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01 

6.对外经贸实务 2015.10 

 

7.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报2015.08 

 

8.中国海商法研究 2015.03 

9.计算机仿真 2015.03 

10.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报

2014.12 

11.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14.09 

12.河北法学 2014.05 

 

 

13.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13.09 

 

14.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报

2013.08 

15.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报

2012.11 

16.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16.02 

 

17.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6.02 

18.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5.02 

19.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报

2014.12 

20.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报2012.6 

21.高等教育管理 2013.03 

22.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2.11 

 

23.教育发展研究 2012.03 

24.太平洋学报 2012.06 

 

25.对外经贸实务 2012.02 

 

26.改革与战略 2014.01 

 

 

27. 对外经贸实务 2015.04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赵文燕 

赵文燕 

赵文燕 

 

赵文燕 

赵文燕 

巩丽霞 

巩丽霞 

 

巩丽霞 

范兰宁 

 

范兰宁 

 

刘中梅 

 

 

宗艳霞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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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中国环境法学发展与研究热点转移——基于文献

计量的国际对比解读 

29.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实现障碍及保障机制研究 

 

30.用人格教育理念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31.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研究 

 

32.新时期高职院校兼职教师管理体系创新机制研究 

33.高职院校兼职教师校企合作机制建设探析 

34.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35.对高校本科教学思想建设的若干建议——以辽宁

对外经贸学院为例 

36.法学视角下民办高校突发事件问题研究 

37.民办高校教师法律地位探析 

38.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地方政策比较分析与建议 

39. 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以民办高校为例 

40. TPP 协议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从 TPP 知识产权条款评析说起 

41.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两法衔接”机制完善思

考 

28.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03 

29.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4 

30.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4.11 

31.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13.09 

32.中外企业家 2016.11 

33.未来英才 2016.10 

34.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4.11 

35.青年与社会 2013.05 

 

36.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3.02 

37.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3.02 

38. 高校教育管理 2015.04 

39.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4.11 

40. 对外经贸实务 2016.12 

 

41.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6.11 

刘中梅 

 

侯建峰 

 

侯建峰 

 

侯建峰 

王鑫颖 

王鑫颖 

王鑫颖 

王鑫颖 

 

王鑫颖 

王鑫颖 

巩丽霞 

巩丽霞 

宗艳霞 

 

宗艳霞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Ⅲ-3 在研项目情况 

主   要   项   目   名   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科研经费 
（万元） 

姓  名 承担工作 

1.我省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制度设计

与实施路径研究 

 

2.民办高校校园文化评价体系研究 

 

3.辽宁省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现状、

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4.民办应用技术型大学建设的问题与

对策研究 

 

5.区域内高职院校“兼职教师队伍”

建设研究——构建“政校行企研”联

动模式 

6.海洋经济发展与海域环境变化互动

关系研究 

7. 辽宁省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现状、

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8. 基于市场需求调查分析的辽宁省

知识产权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培

养方案探讨 

辽宁省教育

厅 

 

辽宁省教育

厅 

辽宁省教育

厅 

辽宁省民办

教育协会 

 

大连市职业

技术学院 

 

上海海洋大

学 

辽宁省教育

厅 

辽宁省高等

教育学会 

2013.09——

2015.09 

 

2014.09——

2017.09 

2014.06——

2016.12 

2015.12——

2016.12 

 

2016.03——

2016.12 

 

2015.11——

2016.12 

2014.06-201

6.12 

2011.09 

3 

 

 

3 

 

3 

 

0 

 

 

0.4 

 

 

5 

 

 

宗艳霞 

 

 

巩丽霞 

 

宗艳霞 

 

巩丽霞、宗

艳霞、王鑫

颖 

王鑫颖 

 

 

宗艳霞 

 

宗艳霞 

 

宗艳霞 

负责人 

 

 

第二参与

人 

第一参与

人 

第二、三、

四参与人 

 

负责人 

 

 

第一参与

人 

主持人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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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教学情况 

Ⅳ-1 公共课 

课 程 名 称 
使    用    教    材 

课

时 

授 课 教 师 

教 材 名 称 主 编 出 版 单 位 出版时

间 
姓 名 职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职业规划与就业

创业指导（一） 

职业规划与就业

创业指导（二） 

 

大学语文 

 

大学计算机基础 

 

程序设计 

 

军事理论 

 

大学英语（一） 

 

大学英语（二） 

 

大学英语（三） 

 

大学英语（四） 

英语听说（一） 

英语听说（二） 

英语听说（三） 

英语听说（四） 

 

体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修订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修订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修订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修订版）》 
 
 
《实事报告大学生版》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 

大学语文 

 

《 计 算 机 应 用 基 础

（ Windows7+Office201

0）》 

《Visual Basic 程序设

计教程》 
 
《大学生国防教育》 

 

《新视野大学英语》 

 

《新视野大学英语》 

 

 

《新视野大学英语》 

 

《新视野大学英语》 

 

《听力教程》 

《高级英语口语教程》

《斯坦福英语听说》 

《斯坦福英语听说》 

 

《大学体育与健康教

程》 
 

编写组 

编写组 

编写组 
 
 
 编写组 

 

教育部思政

司、社科司

委托 

 

唐国华、 李

海琼、 

 

编写组 

 

编写组 

 

编写组 

 

周利民、刘

虚心 

 

邱李华、曹

清、郭志强

等 

刘云飞  
 
郑树棠 
 
郑树棠 
 
 
郑树棠 
 
郑树棠 
 
 
施心远 
文秋芳 
 
 
蒋宁、关正

春、何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宣部《时事报

告》杂志社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教育厅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06 

2010.06 

2010.06 

 

 

2010.06 

 

2014.02 

 

 

 

2011.08 

 

2011.08 

 

2011.08 

 

 

2012.08 

 

2011.03 

 

 

2011.04 

 

2012.08 

 
2011.09 
 
2011.09 
 
 
2012.03 
 
2012.03 
 
2011.09 
2011.01 
 
 
 
 
2012.07 

26 
45 
 
30 
 
60 
 
30 
 
 
 
16 
 
 
14 
 
 
26 
 
 
26 
 
26 
 
 
 
30 
 
30 
 
52 
 
60 
 
 
60 
 
60 
 
13 
15 
15 
15 
 
 
186 
 

郝连儒 

陈玉琢 

呼艳芳 

 

 

李慧敏 

 

刘淑艳 

 

 

 

史迎霞 

 

刘淑艳 

 

郭秀丽 

 

 

王彦颖 

 

王永刚 

 

 

赵中枢 

 

刚红光 

 

宋玉霞 

 

张含 

 

陈亮 

 

陈亮 

 

宋玉霞 

张含 

陈亮 

陈亮 

 

宋盛庆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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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 专业（专业基础）课 

课 程 名 称* 
使    用    教    材 

课时 
授 课 教 师 

教 材 名 称 主 编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姓 名 职 称 

专业基础课 

宪法学 

 

民法总论 

 

西方经济学 

 

侵权行为法 

 

合同法 

 

管理学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经济法 

民事诉讼法 

 

知识产权法总论 

 

企业管理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 

专业核心课 

 

国际商法 

 

国际技术贸易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专利法 

 

法律英语 

 

商标法 

 

商业秘密法 

 

著作权法 

 

 

知识产权法实务 

 
 

 

《宪法》 

 

《民法总论》 

   

 《经济学基础》 

 

《侵权行为法》 

 

《合同法》 

 

《管理学》 

 

《刑法学》 

 

《经济法概论》 

《民事诉讼法》 

 

《知识产权法总

论》 

《现代企业管理》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国际商法》 

 

《国际技术贸易》 

 

讲义 

 

《专利法》 

 

《法律英语》 

 

《商标法学》 

 

《商业秘密法》 

 

《著作权法》 

 

 

《知识产权理论与

实务》 
 

 

殷啸虎 

 

梁慧星 

 

潘连柏 

 

张新宝 

 

崔建远 

 

邢以群 

 

曲新久 

 

巩丽霞 

张卫平 

 

齐爱民 

 

陈文汉 

 

姜明安 

 

 

 

吴兴光 

 

杜奇华 

 

张童 

 

苏平 

 

何家弘 

 

王连峰 

 

张耕 

 

王迁 

 

 

王洪友 

 

清华大学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法律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中国商务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7 

 

2012.12 

 

2013.2 

 

2013.7 

 

 2013.12 

 

2012.3 

 

2011.9 

 

2011.8 

2013.8 

 

2014.4 

 

2014.1 

 

2015.5 

 

 

 

2014.4 

 

2011.7 

 

 

  

2015.2 

 

2008.7 

 

2014.7 

 

2012.3 

 

2015.3 

 

 

2016.5 

 

26 

 

39 

 

60 

 

45 

 

60 

 

45 

 

60 

 

45 

45 

 

30 

 

45 

 

45 

 

 

 

32 

 

32 

 

32 

 

32 

 

32 

 

32 

 

32 

 

64 

 

 

32 
 

 

巩丽霞 

 

宗艳霞 

 

王娜 

 

宗艳霞 

 

巩丽霞 

 

杜海玲 

 

赵文燕 

 

刘中梅 

赵文燕 

 

蔡德林 

 

田耘 

 

宗艳霞 

 

 

 

常虹 

 

马坤 

 

王鑫颖 

 

侯建峰 

 

王鑫颖 

 

赵文燕 

 

王鑫颖 

 

吕方圆 

 

 

蔡德林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讲师 

 

副教授 

 

讲师 

 

教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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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3 实验、实习课 

课 程 名 称 课时 
授 课 教 师 

课 程 名 称 课时 
授 课 教 师 

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 称 

军训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二） 

 

英语强化训练 

 

 

知识产权专业认知实

践 

 

60 
 

 
32 
 
 
32 
 
 
32 
 
 
 
90 

杨雨丰 
 
 
史迎霞 
 
 
李慧敏 
 
 
慕娅林 
 
 
巩丽霞 
宗艳霞 
赵文燕 
李玉娜 

刘玉 

任宪龙 

副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知识产权专业技能训

练实践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创新实践 

90 
 
 
 
 
240 
 
 
 
      
 
480 
 
 
 
30 

巩丽霞 
宗艳霞 
赵文燕 
王鑫颖 
巩丽霞 
吕瑛 
赵文燕 
范兰宁 
宗艳霞 
巩丽霞 
吕瑛 
赵文燕 
范兰宁 
 
宗艳霞 
赵文燕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教授 
讲师 
副教授 
讲师 
教授 
教授 
讲师 
副教授 
讲师 
 
教授 
副教授 

Ⅳ-4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详细情况 

1.毕业论文的选题 

知识产权专业成立了以专业带头人、副高以上职称教师组成的毕业论文指导委员会，严格按照学院关于

毕业论文管理细则的程序和要求进行工作。毕业论文选题前，由专业带头人召开本专业学生毕业论文撰写动

员会，强调论文选题的重要性，详尽地说明如何进行毕业论文的后续工作等问题。论文题目确定后不得随意

改题，确需改题需报学院毕业论文指导委员会审核批准，从而保证了论文写作的严肃性。学生选题后，经学

院毕业论文指导委员会和指导教师层层把关，审查合格后，进入开题准备阶段。 

论文选题采取“公布题目，自拟题目，按需选题，导师负责”的做法，鼓励学生尽可能选择与科研和生

产实际相结合的题目，引导与学科建设紧密相关的题目，有条件的选择与当地政策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调查综

述类题目，鼓励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开展具有一定深度和前沿的专题研究，鼓励学生以公开发表论文的形式替

代毕业论文。具体见表 1。本届知识产权专业学生共 35 人，能够做到“一人一题”。其中，结合社会实践题

目的有 5 篇，占 14%，学生自拟题目的有 9 篇，占 25%，学生公开发表的替代性论文 5篇，占 14%，突出了学

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能力。并且应用研究

类型题目占 100%，符合本专业应用型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基本教学要求，体现了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应

用和基本技能训练需要，锻炼了学生独立分析、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论文选题的难易程度和份量

来看，工作量和难易程度适中，大小恰当，份量适宜，能够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经过

努力完成任务，达到毕业论文的要求。 

    2.毕业论文的指导 

知识产权专业非常重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在选择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方面，首先考虑在学术

上有一定造诣、科研作风严谨、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同时，为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指导教师必须具备很

强的业务素质能承担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具有科研项目的教师优先考虑。本专业毕业论文实行指导教师负

责制，每个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阶段的论文选题、大纲撰写、参考文献的确定、论文的修改等工作全面

负责。每名指导教师对每名学生的指导时间不少于 8小时。此外，本专业指导教师通过指导学生申报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发表学术论文、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等，提高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通过以上措施，

使学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从事科研工作或专门技术工作方面的专门训练，提高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见表 2。 
3.毕业论文的答辩 

本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要经指导教师、评阅人批阅后，评定合格后方能参加答辩。指导教师、

评阅教师评定成绩不合格，学生丧失答辩机会。 

国际贸易系将成立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学生的选题方向组成不同的答辩小组，答辩小组人数在 3

人以上，其中答辩组长必须为高级职称；指导教师要回避本人指导学生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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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开始前，答辩小组教师要认真阅读论文，并根据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准备好不同难度的问题，拟

在答辩中提问选用。 

答辩首先由学生陈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主要内容、学术观点和创新之处，然后由答辩组成员提出问题，

学生记录后即席答辩。答辩时间为学生陈述 5～10 分钟左右，教师提问及学生答辩 10～15 分钟。 

答辩小组要认真填写毕业论文答辩纪录，并有针对性、客观地给出答辩评语。答辩成绩不及格，其毕

业论文成绩为不及格。 

为加强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管理，我校教务处抽查、质量管理办公室共同监管检查部分本科毕业生参

加校级答辩。 

表 1 知识产权专业毕业论文选题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班级 论文选题 

1 程宇琦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论体育赛事转播的著作权保护 

2 杜天玉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3 封辛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我国企业人才流动中商业秘密保护研究 

4 高炳志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5 关雄峰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网络游戏模式与规则的著作权法保护 

6 郭康杰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网络著作权侵权及对策分析 

7 韩羽桐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网络微博著作权保护研究 

8 侯爽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动漫卡通形象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9 胡赫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论电视节目模式的著作权保护 

10 李慧慧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商标的反向假冒问题研究 

11 李勇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2 李毓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3D 打印技术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研究 

13 刘纪璇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声音商标注册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4 刘琼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同人作品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15 吕士林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盗版网络视频链接的著作权侵犯问题研究 

16 庞晓林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17 孙静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网络时代著作权民法保护问题研究 

18 陶智博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美国专利新政对专利流氓的规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19 万珩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我国传统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研究 

20 王文强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浅析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及对策  

21 王新煬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传统武术及相关产业的商标权保护分析 

22 王越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平行进口中国内商标权法律保护探析 

23 王昭喆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论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 

24 吴菲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人才流动中技术秘密的法律保护问题及对策 

25 夏睿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影视作品著作权保护问题及立法完善 

26 项鑫磊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我国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专利的法律保护探析 

27 许传勇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动漫产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 

28 杨静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浅析网络传播中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 

29 杨薇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30 苑天琦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论孤儿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31 张爱林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从商标法角度浅析电视节目名称权的保护 

32 张明明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我国服装行业商标侵权现象及保护-以西柳服装市场为例 

33 郑珺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浅谈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34 闫恒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我国动漫角色著作权保护现状及改进方式探析 

35 滕泽 2013 级知识产权 1 班 网络游戏中著作权保护问题初探 

 



 

 13

表 2 知识产权专业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学历 学位 最终专业 职称 指导人数 

1 巩丽霞 本科 学士 法学 教授 10 

2 宗艳霞 研究生 硕士 法学 教授 10 

3 赵文燕 研究生 硕士 法学 副教授 7 

4 范兰宁 研究生 硕士 法学 讲师 5 

5 吕瑛 研究生 硕士 法学 讲师 3 

 
    4.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 

本专业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业务水平、工作态度、论文质量以及答辩情

况为依据，采用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级记分制。毕业论文成绩由指导教师(占 40％)、评阅

教师(占 20％)，答辩小组(占 40％)分别评定后，由答辩小组综合审定。 

本专业毕业论文成绩的评分标准如下： 

优秀：能圆满地完成课题任务，并在某些方面有独特的见解或创新，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使用价值；

论文内容完整、论证详尽、层次分明；论文书写规范，符合要求且质量高；完成的软、硬件达到甚至优于

规定的性能指标要求；独立工作能力强，工作态度认真，作风严谨；答辩时概念清楚，回答问题正确。 

良好：能较好地完成课题任务；论文完整，论证基本正确；论文书写较规范，符合要求且质量较高；

完成的软、硬件基本达到规定性能指标要求；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端正，作风严谨；答辩时

概念较清楚，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中等：完成课题任务；论文内容基本完整，论证无原则性错误；论文书写基本规范，质量一般；完成

的软、硬件尚能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要求；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工作表现较好；答辩时能回答所提出

的主要问题，且基本正确。 

及格：基本完成课题任务；论文质量一般，无重大原则性错误；论文书写基本规范，基本完整；完成

的软、硬件性能一般；答辩时讲述不够清楚，对任务涉及的问题能够简要回答，无重大原则性错误。 
不及格：没有完成课题任务；论文中有重大原则性错误；论文质量较差；完成的软、硬件性能差；答

辩时概念不清，对所提问题基本上不能正确回答。 

本专业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始终坚持评分标准，从严要求，严格控制“优秀”的比例，严格区分“优秀”、

“良好”、“中等”与“及格”的界限，对违纪违章被取消毕业论文资格的学生一律按不及格处理。 
    5.毕业论文的归档 

本专业毕业论文的归档工作要求做到及时、完整和准确。毕业论文的归档资料包括毕业论文过程管理

材料和毕业论文主体两部分。毕业论文过程管理材料的归档为纸质版材料，按照封面——目录——毕业论

文任务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毕业论文中期检查表——毕业论文指导记录——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

分表——毕业论文评阅教师评分表——毕业论文答辩组评分表——毕业论文答辩记录——毕业论文总成绩

评定表——封底（空白纸）的顺序进行装订归档，毕业论文主体的归档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按照封

面——原创声明——目录——标题、摘要与关键词——前言——主体部分——结论——注释——参考文献

——致谢——封底（空白纸）的顺序进行装订归档。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按要求做好归档工作。

毕业论文的归档材料均为原件，纸张的大小和规格符合规范。由专人进行逐件检查，确保归档材料的齐全、

完整、有效。 

    6.毕业论文进程 

2016 年 10月 1 日——2016 年 11 月 15日    确定选题 

2016 年 11月 16 日——2016年 11 月 22日   下达任务书 

2016 年 11月 23 日 ——2016年 12 月 14 日  收集并整理相关文献资料 

2016 年 12月 15 日 ——2017年 1 月 4日    确定大纲，完成开题报告  

2017 年 1 月 5 日——2017 年 2月 15 日      论文初稿 

2017 年 2 月 16 日——2017 年 3 月 15 日     论文修改并提交终稿 

2017 年 3 月 16 日——2017 年 4 月 14 日     准备答辩 

2017 年 4 月 15 日                         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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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学生情况（本专业） 

类  别 在校生人数 当年招生人数 今年毕业人数 已毕业人数 

本  科 35 35 35 0 

专  科     

成职教     

总  计 35 35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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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专业应届毕业生的教学计划 

知识产权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四年制）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东北特别是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及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人文科学素

养，具备较为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掌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科技知识，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较

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实务能力，适宜在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司

法机构，尤其是新兴产业、中介服务机构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及知识产权法律实务性工作的复合型、

创新型、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一）知识要求 

1.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2.掌握我国现行经济法律、民商法律及国际经济、商事法律，熟悉国内外法治进程及趋势； 

3.掌握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技术； 

4.了解知识产权法学的理论前沿和法治建设的趋势，了解科技创新和发展规律； 

5.掌握知识产权法律原理和实务知识，掌握知识产权经营、管理与保护实践技能。 

（二）能力要求 

1.掌握从法律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和特有的法律推理技巧； 

2.具有较强的运用法学知识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实际工作的能力； 

3.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掌握专利文件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4.具有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及论证能力； 

     5.英语（或日语）达到商务水平（能够熟练的用英语（或日语）进行口头工作说明或者正确

的书面用语进行内容说明)，以及现代化办公所需要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三）素质要求 

     1.具有社会责任感，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信仰法律，具有法律理性，严谨，正直； 

     3.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精神； 

     4.心理素质良好，积极向上。  

三、招生对象、学制、授予学位 

1.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实行弹性学制 4-6 年。修业期限满，经考试合格者准予毕业。 

2.对在规定的学制内修满学分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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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时、学分分配 

序号 课程性质 课程门数 学分 学时 

1 公共基础必修课 13 51.5 822 

2 专业基础课 12 37 545 

3 专业核心课 9 24 360 

4 公共基础选修课 38 至少应修 16 至少应修 240 

5 专业选修课 24 至少应修 22 至少应修 324 

6 集中性实践类课程 10 35 ******** 

合计  106 185.5 2291 

    

五、教学计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堂教学 学期、周数、周学时 
考

核

方

式 
理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5 4 15 15 4 15 15 4 15 15 

公

共

基

础

必

修

课 

1030500302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2 26  2           N 

1060100202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2 30   2          N 

1030500103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

论 

3 45     3        Y 

1030500204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4 60      4       Y 

1030500602 形势与政策 2   全程教学 N 

1040100101 

职业规划与

就业创业指

导（一） 

1 16   2          N 

1040100201 

职业规划与

就业创业指

导（二） 

1 14         2    N 

1050200204 
大 学 英 语

（一） 
4 26 26 4           Y 

1050200304 大 学 英 语 4 30 30  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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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0200404 
大 学 英 语

（三） 
4 30 30    4        Y 

1050200504 
大 学 英 语

（四） 
4 30 30     4       Y 

1050216501 
英 语 听 说

（一） 
1  13 1           N 

1050216601 
英 语 听 说

（二） 
1  15  1          N 

1050216701 
英 语 听 说

（三） 
1  15    1        N 

1050216801 
英 语 听 说

（四） 
1  15     1       N 

1050100302 大学语文 2 26  2           N 

1080900703 
大学计算机

基础 
3 26 13 3           Y 

1080900604 程序设计 4 30 30  4          Y 

1040200102 军事理论 2 30   2          N 

参照注 体育 5.5  186 2 2  2 2  1 1  1  N 

公共基础必修课合计 51.5 419 403 
 

专

业

基

础

课 

1030102202 宪法 2 26  2           Y 

1030104803 民法总论 3 39  3           Y 

1020101804 西方经济学 4 60   4          Y 

1030104303 侵权行为法 3 45   3          Y 

1030104904 合同法 4 52 8  4          Y 

1120212103 管理学 3 45     3        Y 

1030105204 
刑法与刑事

诉讼法 
4 52 8    4        Y 

1030103903 经济法 3 45     3        Y 

1030104203 民事诉讼法 3 45      3       Y 

1030105602 
知识产权法

总论 
2 30      2       Y 

1120204403 企业管理 3 45        3     Y 

1030105703 
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 
3 39 6       3     Y 

专业基础课合计 37 5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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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核

心

课 

1030105403 国际商法 3 37 8     3       Y 

1020406803 
国际技术贸

易 
3 45        3     Y 

1030105802 
知识产权国

际公约 
2 30        2     Y 

1030105903 专利法 3 45         3    Y 

1050227103 法律英语 3 45         3    Y 

1030107703 商标法 3 45         3    Y 

1030106002 商业秘密法 2 30           2  Y 

1030106102 著作权法 2 30           2  Y 

1030106203 
知识产权法

实务 
3 37 8          3  Y 

专业核心课合计 24 344 16 
 

公

共

基

础

选

修

课 

人文艺术类课程 4 60  

详见公共基础选修课一览表 

N 

经济管理类课程 2 30  N 

健康教育类课程 2 30  N 

外语能力类课程 4 60  N 

计算机能力类课程 4 60  N 

至少应修公共基础选修课合

计 

16 240 
 

专

业

选

修

课 

1030104702 国际法 2 26  2           N 

1120218002 商品学 2 26  2           N 

1010100102 形式逻辑 2 30   2          N 

1120207802 
无形资产评

估 
2 30   2          N 

1080906602 
管理信息系

统 
2 30   2          N 

1030102102 物权法 2 30       2        N 

1030105302 国际私法 2 30     2        N 

1120215202 市场营销学 2 30     2        N 

1030105502 电子商务法 2 30       2       N 

1120224702 
企业知识产

权战略 
2 30       2       N 

1081908202 
信息检索技

术 
2 30      2       N 

1120224802 商务谈判 2 30      2        N 

1030100202 法律文书写 2 30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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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030106302 
国际商事仲

裁法 
2 30          2     N 

1030106402 
律师法与律师

实务 
2 30         2     N 

1030106502 
国外知识产

权制度概要 
2 30         2     N 

1030106602 
专利代理实

务 
2 30          2    N 

1030106702 
商标代理实

务 
2 30          2    N 

1030106802 
知识产权损

害赔偿 
2 30         2    N 

1071200302 统计学 2 30         2    N 

1030101302 劳动合同法 2 30           2  N 

1030106902 
WTO 法律制

度 
2 30           2  N 

1030107002 
合同管理实

务 
2 30           2  N 

1050300402 广告学 2 30           2  N 

至少应修专业选修课合计 22 324 
 

集

中

性

实

践

类

课

程 

1040200202 军训 2  60 30           N 

1030500401 

思想政治理

论 课 实 践

（一） 
1  30 寒假           N 

1030500502 

思想政治理

论 课 实 践

（二） 
2  60     

暑

假 
      N 

105022901 
英语强化训

练 
1 20 70   30/4   30/4   30/4   N 

1030105103 

知识产权专

业认知实践 

（专业需求

市场调查、

法律辩论比

赛、庭审观

摩、法律诊

所 

3 10 80   
90/1-

4 
        N 

1030107103 

知识产权专

业知识应用

实践 

（知识产权

3 10  80      
90/1-

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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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社会调

查、法律辩

论比赛、模

拟法庭、法

律诊所 

1030107203 

知识产权专

业技能训练

实践 

（知识产权

贸易流程实

习、专利代

理业务模拟

实习、商标

代理业务模

拟实习 

3 10 80         
90/1-

4 
  N 

1000000208 毕业实习 8  240           8z N 

1000000108 毕业论文 8  480          8z 8z N 

1000000302 创新实践 2   详见《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学生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试行）》 N 

集中性实践类课程合计 35 30 1194  
 

总计 185.5 2291  

 

注：1．考试：Y  考查：N   

  2．体育课程 7学期课程代码分别为：1040200501/-00601/-00701/-00801/-00909/-01009/-01109 

六、主要课程简介 

课程代码：1030102202          课程名称：宪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2                     总学时：32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法学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本门课程在介绍

宪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作用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现行宪法的内容作详细的分析和介绍，其

中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形式、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权、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等。 

课程代码： 1030104203          课程名称：民事诉讼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法学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本门课程主要介

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案件的主管和管辖，诉讼参加人的种类、条件极其权利义务，证据的分类、举证



 

 21

责任以及证据的收集和保全，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以及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执行程序等内容。 

 

课程代码：1030105204           课程名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4                      总学时：60 

    课程主要内容：本门课程以我国现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刑法部分主要介绍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犯

罪的概念、特征以及犯罪构成，刑罚的种类极其具体运用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分

别进行分析、介绍；刑事诉讼法部分主要讲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框架，主

要内容有刑事诉讼法导论、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诉讼主体、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与

救济、刑事证据的基本规则、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如审判前的立案、侦查和起诉，第

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再审程序。 

课程代码： 1030105703           课程名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法学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讲授我国

的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制度。首先从行政法学的理论层面上对行政法的概念、调整对象、行政法律关系等作出深

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而深入分析我国行政法的原则和渊源，进而对行政主体和公务员制度作介绍，并着重对行

政行为进行分类，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分别加以论述。与此同时对行政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

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赔偿作全面讲述。 

课程代码：1030104904            课程名称：合同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4                       总学时：60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法学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它是为培养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法学人才而设置的一门必修课程，是一门应用性与专业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我国

知识产权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 

课程代码：1030104702             课程名称：国际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2                        总学时：26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介绍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律责任、国

际法上的领土和居民、海洋法、空气空间法和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法、国际条约、国际组

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包括上述各项的基本概念、历史发展，主要各家学术流派及其观点

以及存在的问题。 

课程代码：1030105903             课程名称：专利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旨在使同学们掌握专利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掌握中国专利法的具体内容，能够撰写

基本的专利申请文件、了解专利审查的基本要求、能够利用专利文件检索工具完成检索报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同学们掌握专利法应用的基本技能，为日后从事专利法律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代码：1030106003             课程名称：商标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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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内容：从基本知识入手，结合典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了解商标的申请、注册基本程序，熟悉商标

法的主要内容，掌握商标法应用的基本技能，为日后从事商标法律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代码：1030106002             课程名称：商业秘密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2                        总学时：30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是知识产权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介绍商业秘密保护法的基础理论，商业秘密构成要

件，商业秘密权，商业秘密权的自我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等，使同学们掌握商业秘密法应用的基本技能，

为日后从事商业秘密保护等法律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代码：1030105802             课程名称：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2                        总学时：30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是知识产权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介绍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一般原理、知识产权保护

国际机构体系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包括《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知识产权协定》、

《专利合作条约》等，让学生了解以上公约的产生背景、主要原则、保护范围及主要内容，为今后开展知识产权

法律实务奠定坚实基础。 

课程代码：1120204403            课程名称：企业管理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学习企业管理具

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管理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

及管理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及趋势，具备应有的基本管理技能，能够用管理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

为继续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为今后工作培养一定的理论素质。本课程的框架体系为企业管理的五大管理原理

体系：系统管理原理、人本管理原理、管理职能原理、科学管理原理和权变管理原理。 

课程代码：1030104303            课程名称：侵权行为法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课程主要内容：侵权行为法作为民法的权利保护法，在民法的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是我国法律体系中

的一门实务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通过介绍侵权行为及侵权行为法的概念、基本内容，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侵

权行为的各种具体表现方式和赔偿方法，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说明法理结合实际案例，力图深入浅出，使学

生对侵权行为的理论和实务有所了解，对以后的工作实践及使用司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 

课程代码：1020406803            课程名称：国际技术贸易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课程主要内容：是一门主要研究国际技术贸易具体过程的有关理论和实际业务的课程，也是一门具有涉外活

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的专业基础课程，它涉及国际技术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技术贸易法律与惯例、

限制性商业惯例、国际贸易管理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知识的综合运用。通过对国际技术贸易相关理论和与国

际技术贸易实际操作相关问题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国际技术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了解各种技术贸易对象及其

国际保护、技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国际技术贸易的程序；熟悉国际技术贸易中的法律问题、技术贸易的政策

与管理，以及如何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跨国公司怎样在其全球化战略中处于技术贸易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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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可以为以后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奠定专业基础。 

课程代码：1050227103             课程名称：法律英语         授课系部：国贸系 

学分数：3                        总学时：45 

    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法学基础知识、法律基本原理和一般理论、主要部门法律专业法律知识

等内容的英文原著选读及法律语言知识介绍；英文涉外法律文书的基本概况、一般格式、注意事项及参考用语；

常见英文涉外法律文书，如国际经济合同等应具备的主要条款、格式及用语表达；中国利用外资英文法规文献阅

读与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