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日程安排 

 

 议程内容 时间 地点 

主 
论 
坛 

领导致辞、合影 6月 10日
09:00-09:20 逸夫楼 

报告厅 
主旨演讲 6月 10日

09:20-12:00 

分 
论 
坛 

分论坛一：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 

 
 

6月 10日
13:30-17:00 

 

 

南楼 305 

分论坛二：知识产权保护与司法裁判 南楼 307 

分论坛三：知识产权与企业技术创新 南楼 308 

分论坛四：知识产权运营与创新生态系统 南楼 309 

分论坛五：产业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标准 南楼 310 

分论坛六：知识产权现代服务业发展 南楼 311 

分论坛七：数据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 南楼 312 

分论坛八：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 南楼 314 

分论坛九：创新价值与专利质量测度及影响 南楼 315 

分论坛十：知识产权研究生分论坛 南楼 316 

论坛总结与优秀论文颁奖 6月10日
17:15-17:30 南楼 301 

专委会工作会议暨委员论坛 6月 11日
08:30-12:30 

中法中心

C501 

专委会主题党日 6月 11日
14:00-17:00 

中共一大

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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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论 坛 

地点：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领导致辞、集体合影 

（2023 年 6 月 10 日 9:00-9:20） 

 

主持人： 

刘淑妍（同济大学文科办公室主任） 

致辞嘉宾： 

1. 雷星晖（同济大学副校长） 

2. 穆荣平（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 

 

主旨演讲 

（2023 年 6 月 10 日 9:20-12:00） 

主持人： 

宋河发（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演讲嘉宾（每人报告 20 分钟）： 

1. 吕  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言主题：以高质量知识产权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2. 毛金生（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一级巡视员） 

发言主题：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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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继明（北京大学教授） 

发言主题：国际知识产权态势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4. 曾燕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发言主题：知识产权促进“四链融合” 

5. 龙小宁（厦门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发言主题：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的价值评估与政策意义 

6. 王正志（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委会主任） 

发言主题：知识产权服务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思考 

7. 骆军委（中国科学院半导体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发言主题：专利政策破解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 

8. 朱雪忠（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专委会主任） 

发言主题：激励创新的专利制度在中国是否失灵？ 

 
 
 
 
 

午餐 

地点：学苑饮食广场二楼 

（2023 年 6 月 10 日 1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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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论 坛 

地点：南楼三层教室 

分论坛一：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 

地点：南楼 305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姜  南（同济大学教授） 

评议人： 

苏  平（重庆理工大学教授） 

肖尤丹（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宋河发；刘安琪（中国科学院大学） 

报告题目：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基础制度优化路径——基于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 

2. 马治国；杜佳音（西安交通大学） 

报告题目：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知识产权系统论分析 

3. 刘大勇；徐晓轩；李妍；胡秋阳；段文斌（天津大学） 

报告题目：推动统一技术市场建设的知识产权运用机制 

4. 滕泽楠（国家知识产权局） 

报告题目：基于数据百家企业调研形成的问题分析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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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楠；马治国（西安交通大学） 

报告题目：中国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的协调性实证分析 

6. 徐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报告题目：我国知识产权对接 CPTPP规则差距比较及改革举措

研究 

7. 刘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报告题目：论地理科技对地理标志产权保护与应用的支撑作用 

8. 杨树林（中原工学院） 

报告题目：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选择与重构 

9. 万小丽；陈雄燊（华南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专利开放许可试点运行实证分析 

10. 刘夏；朱啸宇（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软件技术专利审查政策的效应评估——基于三重差分

法的实证分析 

11. 齐立文；宋晓亭（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强制还是自愿？——专利申请中遗传资源来源披露模

式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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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知识产权保护与司法裁判 

地点：南楼 307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詹  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评议人： 

徐  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 

程德理（同济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8 分钟）： 

1. 杨静（昆明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专利制度风险：机理、景观及其系统控制 

2. 侯沁；张生太（北京邮电大学） 

报告题目：中美冲突下两国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 

3. 李青文（华东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创新驱动背景下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之优化路径—

—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4. 贺成杰（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 

报告题目：版权侵权责任中律师费赔偿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

损失厌恶理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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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悦玥（复旦大学） 

报告题目：论假冒专利罪的立法缺陷及修正路径 

6. 林健星（四川大学） 

报告题目：检察机关集中管辖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

基于区域经验的分析 

7. 肖延高；李秀娟（电子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美国商标侵权禁令救济的组态研究：基于深圳的诉讼

样本 

8. 吴桂德（北京大学） 

报告题目：论数字权利用尽原则——兼评我国 NFT数字作品侵

权第一案 

9. 李祯（北京化工大学） 

报告题目：论用户数据抓取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10. 许莹莹（电子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企业非公开用户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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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知识产权与企业技术创新 

地点：南楼 308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刘介明（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评议人： 

肖延高（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袁晓东（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蔡中华；秦琦；陈鸿（北京化工大学） 

报告题目：企业政治战略响应与技术创新——以“一带一路”为

例 

2. 袁晓东（华中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专利承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3. 刘睿；朱雪忠；张美扬（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Patent length and innovation: Novel evidence from China 

4. 李季；乔永忠（厦门大学） 

报告题目：信息不对称下的专利无效审查对技术交易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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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家春；吴雪（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专利收费结构对不同创新主体专利申请策略的影响及

其政策含义研究 

6. 罗恺；王一博（武汉纺织大学） 

报告题目：专利丛林、研发存量与企业市场价值：来自我国高新

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7. 吴群；韩天然；姜南（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数字化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协同的影响机制研

究 

8. 魏延辉；王绍虎；刘娜；毛荐其（山东工商学院） 

报告题目：技术进化对突破性创新韧性的影响研究——技术多元

化的调节作用 

9. 赵云（山东大学） 

报告题目：企业家社会认知特征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10. 赵紫怡；赵玉焕（北京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The role 

of firm ownership 

11. 安云梦；邓洁（重庆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类专利盒政策激励了我国企业专利交易吗？ 

12. 郑莹；刘雨（南京工业大学） 

报告题目：无效宣告对企业专利权利动态策略的影响——基于双

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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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知识产权运营与创新生态系统 

地点：南楼 309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戚  湧（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评议人： 

唐  恒（江苏大学教授） 

常旭华（同济大学副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任国征（中央财经大学）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中的信任理论、制度及重构方案 

2. 马蕾；张奔；梁凯桐；程杨（南京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平台创新生态系统知识流动机制研究——一项 IP 平

台的多案例分析 

3. 杨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数智化视角下基于科学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构与演

化研究 

4. 宋河发；房海娅（中国科学院大学） 

报告题目：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演进及优化路径——基于

国家层面政策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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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雪军（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黑箱风险及其综合治理体系 

6. 赵睿；刘祖娴；鲍新中（北京联合大学） 

报告题目：全球视角下知识产权融资模式与风险分散机制的比较

及启示  

7. 陈汪杰（华东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比较法视野下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优化研究 

8. 朱志妍（国家知识产权局） 

报告题目：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视角 

9. 顾金焰（北京商顺律师事务所） 

报告题目：技术名称商标化：知识产权运营创新还是法律漏洞？ 

10. 刘珊；张启航；陈艺萱（浙江工业大学） 

报告题目：区域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与绿色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11. 徐星（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报告题目：公立医院科技成果转化实践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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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五：产业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标准 

地点：南楼 310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宋河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评议人： 

王黎萤（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党建伟（同济大学副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毛昊；柏杨（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技术标准竞争、未来产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博弈 

2. 王黎萤；姬科迪；李胜楠；李兰花；文佳（浙江工业大学） 

报告题目：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战略对数字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制造业企业的实证 

3. 张玉蓉；李金城（上海大学） 

报告题目：事件系统理论视角下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适用问

题研究 

4. 符津浩；张军荣（中南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禁诉令治理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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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治德；章瑜（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用计算方法演进研究 

6. 李尊然（中原工学院） 

报告题目：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件中禁（诉）令与金钱赔偿救济

的配置适用——以比较法为视角 

7. 贾辰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ICT 产业标准必要专利的 FRAND承诺规制研究 

8. 赖流滨；张运生；彭陈；魏敏（长沙师范学院） 

报告题目：高技术产业专利联盟、竞争性学习与专利诉讼 

9. 陈朝晖；谢薇；翁英英；胡月（广西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环境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进程中专利

商业化的策略选择：理论逻辑与案例证据 

10. 李艳（南京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对价理论视角下的药品专利权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11. 尤宇（中国科学院大学） 

报告题目：轨道交通装备企业知识管理方法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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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六：知识产权现代服务业发展 

地点：南楼 311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王正志（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评议人： 

丛立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马  蕾（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2 分钟）： 

1. 姜伟（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司服务业发展和监管处处长）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2. 刘肖琛（蔚来汽车全球知识产权负责人） 

报告题目：面向全球化竞争的创新主体知识产权战略与服务需求 

3. 胡盛涛（平安集团知识产权总监） 

报告题目：做活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基于企业 IP部门视角的

探索 

4. 陶春宁（紫光展锐知识产权总监） 

报告题目：半导体产业知识产权服务业转型升级 

5. 陈小东（新诤信研究院院长） 

报告题目：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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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薛琦（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主任） 

报告题目：专利代理服务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思考 

7. 高东辉（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非正常专利治理思考 

8. 蒋海军（江苏瑞途律师事务所主任）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专业所发展道路上的困境与突破 

9. 唐弘怡（罗思国际商标代理人） 

报告题目：商标服务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0. 张鹏（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顾问）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与企业并购的法律服务业发展 

11. 赵军（企知道集团知识产权副总裁） 

报告题目：GPT 科创领域应用对知识产权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12. 潘抒（上海市杨浦区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调解的职业化 

13. 王峻岭（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业转型发展的思考 

14. 顾晓军（冠研（上海）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CEO） 

报告题目：“专利银行”模式在中国的探索与实践 

15. 吴正（上海萃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报告题目：基于实际交易数据的专利价值评估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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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七：数据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 

地点：南楼 312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顾  昕（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评议人： 

王  肃（中原工学院教授） 

何培育（重庆理工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顾昕（国家知识产权局） 

报告题目：构建我国数据知识产权规则的理论探索 

2. 陶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报告题目：浦东法院在数字经济及数据审判上的实践 

3. 徐彦尧（上海数据交易所） 

报告题目：上海数据交易所结合数据交易探索数据产权的构建 

4. 孟奇勋（武汉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区块链视角下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构建研究 

5. 王润华（北京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人工智能赋能产品商业化适用“机器理性产品责任”

研究 



 16 

6. 何培育；邹汶瑾（重庆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 CiteSpace 的数据产权研究的历史变迁与前沿热

点 

7. 佘力焓（中国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数据交换与专利国际协作制度变革：创新模式与共生

演进 

8. 施小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报告题目：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 

9. 王冬（高文律师事务所） 

报告题目：专利确权标准变迁研究：以人工智能保护专利为视角 

10. 关春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GAI数据获取与训练适用合理使用原则的困境及纾解 

11. 刘洁（国家知识产权局） 

报告题目：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12. 吴鑫怡；张家榕；崔琦（东北农业大学） 

报告题目：类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的不可版权性

及其保护路径 

13. 严驰（武汉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GPT-4 的知识产权风险与未来规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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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八：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 

地点：南楼 314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刘  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评议人： 

熊  琦（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华  劼（同济大学副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李亚娟；刘宇航（西北工业大学） 

报告题目：数据要素市场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配置

——以 ChatGPT 生成模型为例 

2. 孙悦；王贵海（南京大学） 

报告题目：美国有声书版权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 李赞（北京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信息时代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困境与规制 

4. 沙仁高娃（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报告题目：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认定及相关思考 

5. 张守莲（南京大学） 

报告题目：作品类型开放结构的放开限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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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丽格娜·地里夏提（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我国作品登记制度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7. 陈玺蔚（华东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视听版权权属规则研究——以

《谭谈交通》案为例 

8. 林妍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个性化算法推荐下网络平台版权责任之变革 

9. 郑淑凤（华东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区块链平台中版权作品交易的风险治理：风险承担与

规范支持 

10. 李信刚（重庆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中国网络小说版权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探究 

11. 任丙超；梅术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我国扶持政策下电影版权进出口核心企业合作策略演

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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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九：创新价值与专利质量测度及影响 

地点：南楼 315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乔永忠（厦门大学教授） 

评议人： 

栾春娟（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张米尔（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张米尔；任腾飞；张霖霖（大连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专利申请特征的专利质量预测研究 

2. 张帆；乔永忠（厦门大学） 

报告题目：技术创造度的内涵、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3. 栾春娟；邓思铭（大连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专利技术会聚层次对专利市场价值的作用机理研究 

4. 蒋启蒙；朱雪忠（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专利特征的技术锁定测度研究——以集成电路制

造行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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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恒；黄文；程龙；孙莹琳（江苏大学） 

报告题目：高价值专利形成的培育路径研究——基于 TOE框架

的 fsQCA 分析 

6. 李牧南；黄家懿（华南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高质量专利特征分析：机器学习和平均秩视角 

7. 单治易；王奎芳；关陟昊；孙文君；赵亚娟（中国科学院大学） 

报告题目：从无效宣告请求的角度分析专利质量提升策略 

8. 周璐（华东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审查员授权倾向收紧提高专利无效程序准度了吗？—

—基于 2004年我国专利审查质量管理体制改革 

9. 孙大鑫（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题目：I trust you while you trust me? Asymmetry of bilateral 

trust and the market for technology 

10. 张亚峰；李黎明（中国科学院大学） 

报告题目：Does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help improve 

patent price and patent quality? 

11. 滕子优（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Measuring the technological impact of Chinese science: 

Patent-to-paper citation analysis of science-technology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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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十：知识产权研究生分论坛 

地点：南楼 316 

（2023 年 6 月 10 日 13:30-17:00） 

主持人： 

蔡中华（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评议人： 

郑素丽（中国计量大学教授） 

刘  鑫（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报告题目（每人报告 15 分钟）： 

1. 滕子优；胡成；张萱（同济大学） 

报告题目：科学——技术关联视角下城市群知识网络的结构与韧

性：基于专利引用论文分析 

2. 王欣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报告题目：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反垄断分析模式的重构——以

我国首例反向支付协议审查案为中心 

3. 宋大成（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报告题目：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量化评价——基于 PMC

指数模型的分析 

4. 陈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报告题目：基于 PMC指数模型的知识产权政策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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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超（中山大学） 

报告题目：我国 DCI 体系发展历程研究及前景展望 

6. 张钰儿（河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 

报告题目：知识付费平台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桎梏与进路 

7. 徐玮；李秀娟（电子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知识-能力-素养”三维一体的知识产权管理沙盘教

学与实践 

8. 邓建川（重庆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来

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9. 田钧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报告题目：“双碳”背景下企业专利运营的挑战、机遇和对策 

10. 胡添凤（中国科学院大学） 

报告题目：欧美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对立与融合 

11. 刘昕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报告题目：论非独创性数据库法律保护模式国际比较及我国应对 

12. 谭星鑫（重庆理工大学） 

报告题目：重庆知识产权领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3. 杨思捷（中南民族大学） 

报告题目：论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措施的限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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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总结与优秀论文颁奖 

地点：南楼 301 

（2023 年 6 月 10 日 17:15-17:30） 

主持人： 

栾春娟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专委会副主任 

1. 优秀论文评奖：黄灿 浙江大学教授、专委会秘书长 

2. 论坛总结：朱雪忠 同济大学教授、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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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工作会议暨委员论坛 

地点：同济大学中法中心 C501 

（2023 年 6 月 11 日 8:30-12:30） 

主持人： 

毛  昊 同济大学教授、专委会秘书长 

致辞嘉宾（10 分钟）： 

覃文忠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书记  

于馨淼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谢  恩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专委会工作会议（35 分钟） 

发言人： 

1. 宋河发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专委会常务副主任 

发言主题：专委会 2022年工作总结和 2023年重点工作 

2. 专委会新任委员增补与秘书处组织机构完善 

3. 第五届知识产权政策与管理发展论坛举办单位表决 

 

 

全体委员合影与茶歇（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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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论坛 

论坛一：知识产权人才培养（60 分钟） 

主持人： 

王岩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专委会委员 

发言人： 

1. 何培育：知识产权本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思考 

2. 黄加顺：中国科大知识产权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3. 刘  华：从单一到融合：中国知识产权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与

建构 

4. 刘介明：武汉理工大学“三型一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实践 

5. 马  蕾：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思考 

6. 戚  湧：强国背景下复合型国际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路径思考 

7. 邱洪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路径——

基于西北大学的问题思考 

8. 冉华庆：成都文理学院“1+3+4”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探索 

9. 肖  海：知识产权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思考 

10. 熊  焰：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知识产权管理运营人才培养创新改

革及实践 

11. 杨  静：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下发展人才队伍体系思考 

12. 詹  映：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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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二：知识产权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60 分钟） 

主持人： 

苏  平 重庆理工大学教授、专委会副主任 

发言人：  

1. 党建伟：知识产权全英文课程建设思考 

2. 姜  南：知识产权学科中的管理学课程设置思考 

3. 刘  鑫：公共管理学科视域下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课程建设的思考 

4. 栾春娟：“知识产权统计与数据分析”课程教学 

5. 毛  昊：知识产权实验室建设 

6. 乔永忠：知识产权管理课程的内容设置和授课体会 

7. 唐  恒：知识产权专业硕士评价体系 

8. 万小丽：知识产权管理体验式教学 

9. 王雅芬：知识产权课程设置管见 

10. 肖延高：知识产权管理教学方式探索 

11. 熊  琦：知识产权学科中的法学课程设置问题 

12. 袁晓东：知识产权管理博士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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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三：前沿知识产权政策与管理研究（60 分钟） 

主持人： 

肖延高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专委会副主任 

发言人： 

1. 蔡中华：推进有组织科研与政策储备研究的几点思考 

2. 李  岩：国家科技成果产业化问题的政策研究思考 

3. 李牧南：人工智能时代的产品创新与高质量专利 

4. 刘大勇：面向未来的知识产权管理领域及重点方向 

5. 王  肃：知识产权机构改革的得失概览 

6. 王黎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协同 

7. 肖尤丹：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初步思考 

8. 杨中楷：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资助成果专利申请的若干政策建议 

9. 张米尔：策略性专利申请行为及应对策略 

10. 郑素丽：标准化与知识产权：趋势与挑战 

 

 

专委会总结 

总结人： 

朱雪忠 同济大学教授、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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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 

主旨演讲嘉宾 

 

穆荣平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德国
柏林工业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学士、硕士。长期

从事科技政策、技术预见、创新政策与管理、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

力评价等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部委和中国科学院重要研究项目，

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若干配套政策》研
究和起草、《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等主要报
告和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
专著 1部，主编出版国际会议论文集 2部。先后获得北京市和中国
科学院科技进步奖 2项。 
  
 
 

 
吕 薇  管理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创新发展
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员会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咨询委员会专家等。长期从事政策咨

询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技术经济分析、产业发展和组织政策、

创新政策和知识产权制度。1984年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
其中，1990-1991 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1993
年 6-8月访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进行合作研究。1993年起任技
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1996 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8年 10月 24日起，担任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副会长。 
 
 
 
 
毛金生  现任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工学
博士，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原中国专利局化

学审查部专利审查员、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国家

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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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继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首都
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主任。主

要社会兼职：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法制委员会委员、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司法小组成员，第四届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以及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在北

京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并先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从事教学和科

研工作，2011年受聘北京大学任教至今。研究涉及知识产权法、民
商法、法理学等学科，在民法基础理论、民法典、财产权、知识产

权、科技法学、法学教育等领域有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曾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 8 项，其中国家级“突出贡献奖”1 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曾燕妮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知
识产权师，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军人才。多年从事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政策和战略研究，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热点分析等相关问题上具

有丰富经验，曾深度参与我国重要国际谈判工作。主持或作为主要

负责人参与知识产权强国问题研究、国家知识产权运用、保护、“十
三五”、“十四五”规划在内的十余项重大政策研究，以及国家知识产
权专利分析预警、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 
 
 
 
 
 
龙小宁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 联合主编，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
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硕士，美国华

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学博士，2001-2011年于Colgate University
任教（获终身职），2011年起任厦门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
域为制度的经济分析，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经济研究》、《经
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外期刊，并合
著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Winners and Losers。获斯坦福
大学胡佛研究院 Glenn Campbell and Rita Ricardo-Campbell国家奖
金（2005年）、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16年），
被评为厦门大学“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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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志  清华大学/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
青年法学家”候选人，全国首批知识产权领军人才，现任北京高文
律师事务所主任。兼任环太平洋国际律师协会（IPBA）APEC委员
会联席主席，第四届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兼知识产权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

法学会理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和调解中心、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仲裁员，国家知识产权

专家库专家，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起草组成员，商务部“中华老字号”
评审专家组成员，工信部知识产权专家组成员，司法部法规规章备

案审查专家委员会专家和律师委员，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美国杜肯大学、泰国法政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业

务领域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公司治理、国际仲裁。 
 
 
骆军委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2019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21 年入选
首批中科院稳定支持青年团队计划。2000年和 2003年在浙江大学
物理系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 年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获得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至 2014年在美国可再生能源国家
实验室先后任职博士后、Scientist和 Senior Scientist。长期从事半导
体物理与器件物理理论研究，已发表论文 100余篇，包括以第一或
通讯作者在 Nature Physics、Nature Nanotechnology、 Science 
Advances、Nature Communications和 PNAS上发表论文各一篇，以
及 7篇 PRL。担任 32届半导体缺陷国际会议和 22届多元化合物国
际会议共同主席。担任基金委十四和中长期规划物理学科秘书组成

员并撰写《物理学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半导体物理，为半导体所起

草递交中办的《美日韩半导体联盟实质及应对之策》报告，最近发

表在中科院院刊上的《加强半导体基础能力建设 点亮半导体自立
自强发展的灯塔》文章被广泛流传并得到政治局常委的批示。 

 
 
朱雪忠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特聘长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主任，曾任同济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2012-2020）等。兼任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暨知识产权政策与管理专

业委员会主任等。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等奖项。主持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项、国家自科
基金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3项等。在《中国法学》
《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知识产权协调

保护战略》《国家资助发明创造专利权归属研究》《知识产权管理》

等著作、教材。研究领域聚焦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知识产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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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委员（含拟增补委员） 
 

姓名 单位名称 职称职务 
蔡中华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曹思未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 助理教授 
曹  震 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常旭华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文科办副主任 

党建伟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副院长 
邓  洁 重庆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何培育 重庆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院长 
黄  灿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专聘副院长 
黄光辉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副院长 
黄加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特任研究员、副院长 
黄小洵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冀  瑜 中国计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副院长 
金明浩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院长 
贾辰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姜  南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副院长 
李闯豪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文法学院 副教授 
李黎明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李玲娟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李牧南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李  岩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刘大勇 天津大学经管学部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副院长 
刘  华 华中师范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 教授、所长 
刘介明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教授、副院长 
刘  利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刘  珊 浙江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副教授、副院长 

刘  鑫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校团委副书记 

刘运华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栾春娟 大连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 
罗  恺 武汉纺织大学会计学院 副教授 
马  蕾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毛  昊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 

孟奇勋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副教授、 
专硕中心主任 

漆  苏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乔永忠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教授 
邱洪华 西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副院长 
冉华庆 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 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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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力焓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副教授 
宋河发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副院长 
苏  平 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院长 
孙玉涛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党委书记 
唐  恒 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授、院长 
王黎萤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教授、副院长 
王润华 北京科技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副教授 
王  肃 中原工学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院长 
王雅芬 浙江工商大学知识产权与创新研究院 教授、院长 
王  岩 华南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 
王珍愚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副教授 
魏延辉 山东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副教授 
文家春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肖  海 华东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教授、副院长 
肖延高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副院长 

肖尤丹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所长 

邢瑞淼 河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熊  琦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教授、副院长 
熊  焰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院长 
徐  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研究员 
许  可 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 副研究员 
杨  静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教授 
杨中楷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教授、副部长 
袁晓东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 教授 
詹爱岚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副教授 
詹  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副院长 

张军荣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知识产权教研室主任 

张米尔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张亚峰 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助理研究员 
张玉蓉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郑素丽 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副院长 
周  璐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 
周  莹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朱雪忠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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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会代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1 安雪梅 广东金融学院 
2 安云梦 重庆理工大学 
3 柏  杨 同济大学 
4 蔡筠婷 同济大学 
5 柴国生 中原工学院 
6 陈朝晖 广西科技大学 
7 陈家盈 同济大学 
8 陈峻蒲 同济大学 
9 陈  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 陈汪杰 华东政法大学 
11 陈玺蔚 华东政法大学 
12 陈小东 新诤信研究院 
13 陈雄燊 华南理工大学 
14 陈艺萱 浙江工业大学 
15 程雪军 同济大学 
16 储节旺 安徽大学 
17 戴  运 武汉理工大学 
18 地丽格娜·地里夏提 同济大学 
19 邓建川 重庆理工大学 
20 邓思铭 大连理工大学 
21 杜佳音 西安交通大学 
22 杜诗佳 北京化工大学 
23 房海娅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24 冯保花 北京化工大学 
25 符津浩 中南民族大学 
26 付琛瑜 中原工学院 
27 傅孝倦 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28 高东辉 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9 高金娣 中原工学院 
30 顾金焰 北京商顺律师事务所 
31 顾晓军 冠研（上海）专利技术有限公司 
32 关春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3 郭子萱 同济大学 
34 韩  琦 同济大学 
35 何  艳 上海交通大学 
36 贺成杰 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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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侯  沁 北京邮电大学 
38 胡  成 同济大学 
39 胡翠平 中原工学院 
40 胡盛涛 平安集团 
41 胡添凤 中国科学院大学 
42 黄子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43 贾  军 济南大学 
44 姜  伟 国家知识产权局 
45 蒋海军 江苏瑞途律师事务所 
46 蒋  萍 华东师范大学 
47 蒋启蒙 同济大学 
48 蒋雨莹 山东工商学院 
49 赖流滨 长沙师范学院 
50 冷  冰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李  季 厦门大学 
52 李金城 上海大学 
53 李金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 
54 李金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5 李萌萌 北京化工大学 
56 李明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 
57 李鹏媛 同济大学 
58 李青文 华东政法大学 
59 李信刚 重庆理工大学 
60 李秀娟 电子科技大学 
61 李  艳 南京理工大学 
62 李  赞 北京科技大学 
63 李  祯 北京化工大学 
64 李尊然 中原工学院 
65 栗  萌 北京科技大学 
66 梁凯桐 南京理工大学 
67 林德明 大连理工大学 
68 林健星 四川大学 
69 林妍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0 刘安琪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71 刘  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72 刘海睿 同济大学 
73 刘  洁 国家知识产权局 
74 刘  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5 刘  民 法信公证云（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76 刘沛昀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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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刘汝曦 同济大学 
78 刘  睿 同济大学 
79 刘肖琛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80 刘昕凯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81 刘  亚 中原工学院 
82 刘  莹 山东工商学院 
83 刘永冬 同济大学 
84 刘宇航 西北工业大学 
85 刘  雨 南京工业大学 
86 刘祖娴 北京联合大学 
87 卢  楠 中国科学院大学 
88 路  颖 东北大学 
89 吕玲玉 上海佰特专利代理事务所 
90 罗  朗 同济大学 
91 马晓田 高文律师事务所 
92 孟智玲 山东工商学院 
93 牛文祥 山东工商学院 
94 潘方方 中原工学院 
95 潘梦阳 西南财经大学 
96 潘  抒 上海市杨浦区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 
97 裴雅庆 同济大学 
98 齐立文 同济大学 
99 钦  青 同济大学 
100 秦  琦 北京化工大学 
101 任丙超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02 任国征 中央财经大学 
103 任嵘嵘 东北大学 
104 单治易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5 施小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06 宋大成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107 随洪艳 智信禾（北京）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108 孙大鑫 上海交通大学 
109 孙文君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10 孙  悦 南京大学 
111 谭星鑫 重庆理工大学 
112 谭宇航 华东政法大学 
113 汤进华 上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14 唐弘怡 罗思国际（海外）有限公司 
115 陶春宁 紫光展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116 滕泽楠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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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滕子优 同济大学 
118 田钧贤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19 万艺羚 南昌工学院 
120 王博琳 同济大学 
121 王  超 中山大学 
122 王  冬 高文律师事务所 
123 王福新 武汉大学 
124 王  晋 高文律师事务所 
125 王峻岭 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26 王奎芳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27 王  强 中原工学院 
128 王森坚 中国海工 
129 王绍虎 山东工商学院 
130 王欣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31 王雅楠 西北工业大学 
132 王  悦 济南大学 
133 王悦玥 复旦大学 
134 王云鹤 中原工学院 
135 魏  洽 同济大学 
136 文  佳 浙江工业大学 
137 吴殿朝 中原工学院 
138 吴桂德 北京大学 
139 吴  珂 中原工学院 
140 吴  雪 同济大学 
141 吴哲宇 电子科技大学 
142 吴  正 上海萃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3 徐晨倩 湘潭大学 
144 徐  玮 电子科技大学 
145 徐笑法 同济大学 
146 徐  星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47 徐  元 大连海事大学 
148 许莹莹 电子科技大学 
149 薛  琦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150 严  驰 武汉理工大学 
151 杨树林 中原工学院 
152 杨思捷 中南民族大学 
153 杨  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4 杨怡晨 同济大学 
155 姚雯静 同济大学 
156 叶  阳 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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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伊超男 南京理工大学 
158 尹聪慧 上海海事大学 
159 尤  宇 中国科学院大学 
160 于淑杰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61 余悦文 华东交通大学 
162 袁子凤 长沙理工大学 
163 恽世心 大连理工大学 
164 张春雨 西北工业大学 
165 张  帆 厦门大学 
166 张家榕 东北农业大学 
167 张金艳 中原工学院 
168 张竟哲 北京科技大学 
169 张峻涵 同济大学 
170 张  楠 西安交通大学 
171 张  鹏 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172 张启航 浙江工业大学 
173 张守莲 南京大学 
174 张玉涵 同济大学 
175 张  钰 同济大学 
176 张钰儿 河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 
177 张  铮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178 赵楚齐 上海交通大学 
179 赵  军 企知道集团知识产权 
180 赵晓凤 同济大学 
181 赵  云 山东大学 
182 赵紫怡 北京理工大学 
183 郑淑凤 华东政法大学 
184 周  靖 汇业律师事务所 
185 周治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86 朱宝庆 南京理工大学 
187 朱俊霖 南京理工大学 
188 朱啸宇 同济大学 
189 朱志妍 国家知识产权局 
190 邹汶瑾 重庆理工大学 
191 左雨萌 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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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进校需刷身份证，请携带身份证进出校。谢谢配合！ 

2.参会地点： 

（1）逸夫楼 

 
图 1 进校后路线 

（2）中法中心 

 
图 2 进校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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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南楼 

 
图 3 进校后路线 

（4）学苑饮食广场 

 
图 4 进校后路线 

 

3.会议期间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帮助，请与会务组联系。 

魏  洽：18501640213  wq0213@tongji.edu.cn 

韩  琦：13255560075  han_qi1997@yeah.net 

刘海睿：19946253391  liuhrhr@163.com 

姚雯静：13607526161  wenjing_yao@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