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介绍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上午好。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进行介

绍。 

一、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政策措施“落地开花” 

今年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周年，从 2008 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文件，都对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 

2008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制定并实

施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计划，将知识产权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

体系。”。2013 年，在中央宣传部的支持下，知识产权局、教育部、文化部、

工商总局、广电总局、版权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提出要“在中小学法律教育中增加知识产权有关内容”“把知识产

权文化建设与大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开展各类

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各类学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意识。 

2014 至 2016 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知识产权的重文件,包括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关于新形势下

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

划》,我们称之为知识产权事业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都对中小学知

识产权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小学知识产权

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表明了加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工作是我国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培育知识产权文化、

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倡导创新文化，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这对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



法”为核心理念的知识产权文化培育，以及作为重要抓手的中小学知识产权

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布置了新任务。进入新时代,应有新作为，我们要

努力构建知识产权大宣传工作格局，引导各类学校把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与学

生思想道德建设、校园文化建设、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增强学生的知识

产权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是合作机制逐步健全，创新文化“生根发芽” 

2015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教育部启动了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

试点示范工作，开展这项工作目的是要以试点促推广，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教

育的辐射带动作用，让青少年从小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保护知识产权

的意识，并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局面。

截至目前，共评定三批 112 所国家级试点学校，覆盖除西藏以外所有省份。 

为提高教学水平，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全国集中、

区域补充“为模式，继续举办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委托湖北、

江苏分别开展华中、华东区域性培训。首次制作播出专题宣传片。支持知识

产权出版社编写《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普及丛书》和《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

教育示范读本》。委托华中师范大学编制《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指南》。

参与主办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对试点学校进行了集中展示，通过举办

讲座、设置咨询台等形式，使知识产权和大赛深度融合,受到参会领导和参

赛师生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三是各地贯彻落实要求，试点示范“硕果累累” 

自全国试点示范工作启动以来，有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海南、重庆、四川、甘肃、宁夏等省份先

后启动了省一级的试点示范工作。目前，全国开展省级试点示范工作的省份

达到 20 个，评定试点示范学校接近一千家，昆明、湖州、长春、马鞍山等

越来越多的城市也相继开展了市一级的试点示范工作，普遍将针对青少年群

体的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教育工作作为提升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

文化建设的主要抓手，表明了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成效逐



渐显现。在各方努力下，各试点学校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教育工作体系，逐渐

形成教学有师资、学习有课时、体验有平台、创新有激励的良好氛围。这几

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以试点学校为代表的各地中小学校组织举办了

主题成果展、公开课、演讲会、辩论赛等各类活动，学校作为知识产权重要

宣传阵地的作用越发突出。 

二、当前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是地区发展尚欠平衡。 

从覆盖面上看，112 个国家级试点学校中西藏还没有学校入选，我们希

望能够早日填补这个空白，云南、海南、浙江计划在年内启动开展省级试点

示范工作，但仍有一些省份尚无计划开展相关工作；从状态上看，有些省份

的工作出现了停滞，虽然较早启动了试点示范工作，但试点示范学校的数量

一直在低位徘徊，还有个别省份受到政策环境因素影响，终止了试点示范工

作。这都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工作的整体推进。 

二是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教学水平还不高，目前知识产权教学还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

学缺乏参考资料，知识产权教学形式多样，各地教学水准差异较大。其次，

师资力量还不强，目前知识产权教师多为兼职教师，教师队伍不稳定，并且

缺少对老师的激励评价机制，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激发。最后，缺

少合适的教材，目前已出版的中小学知识产权教材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编制

的《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读本》，以及广东、天津、北京、上海、湖南等地

编制的地方版教材，还有一些学校自发编写的校本教材，尽管种类不少，但

由于国家层面没有进行指定或推广力度不够，还不能满足各地教育需求。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是要总结经验建模式，全面推进试点示范学校评选。 

根据《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方案（试行）》,国家知识

产权局将继续联合教育部推动第四批试点学校的申报和评定工作以及第一

批试点学校的评定工作。 



二是要海纳百川扩范围，全面铺开省级试点示范工作。 

省级试点示范工作是全国试点示范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金字塔的基

石。下一阶段，在开展好全国试点示范工作的同时，我们将继续重点推进省

级试点示范工作，密切关注各地工作进展，将省级试点示范工作继续列为年

度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工作要点，作为地方知识产权宣传工作的评价标准，对

先进地区给予政策倾斜，探索建立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区。 

三是要多管齐下加速度，全面落细落实政策措施。 

首先，推动出台政策。利用省部会商制度继续扩大覆盖面，推进地方中

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工作。另外，还将结合地方经济状况、工作进度、工作积

极性等因素加强分类指导，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滞后地区在政策上给予

以倾斜，扶持开展相关工作。其次，开展师资培训。继续以全国集中培训、

分区域培训的形式组织专业培训，共享经验成果，实现互帮互促。探索建立

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师资人才数据库，为相关工作提供人才支撑。最后，加

大项目支撑。加强信息化建设，搭建在线教育培训平台，共享知识产权教学

视频、课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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