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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national de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national de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ilitary academ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local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cusing on enhancing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mprov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min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ing at the 

particularity of objects and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de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round the key links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ordination mechanism, management system,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o o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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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梳理国家知识产权和国防知识产权建设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通过国防知识产权与国家知识产权、军队院

校知识产权与地方高校知识产权建设的对比，分析提出军队院校知识产权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增强军队院校

科技创新水平和效率、提高军队院校自主创新能力，针对国防知识产权管理对象与要求的特殊性，围绕组织管

理体系、协调机制、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军队院校；国防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管理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38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rt and

Human Development (ICPAHD 2021)

Copyright © 2022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148



 

 

 

1．前言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战略资源[1]。国防知识产权作

为国家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发展的基础，

也是国防科技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军队院校作为

国防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承担着与军队

使命有关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研究和技术

开发。其产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管理、转化、保护等工作，将是军队院校国防知识产

权管理的创新基础性、重点关键性工作，和军队院校

科技创新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环节。当前，军队院校

面临体系重塑和职能任务调整、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输送人才和提供智能支持等使命，科技创新的任务更

加艰巨。同时，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国防知识产

权战略的实施，国防知识产权突破了一系列瓶颈难题，

成功地开展了相关试点示范工作，催生了一批核心知

识产权，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作为国防知识产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院校知

识产权管理，还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

施”等突出矛盾问题,与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不适应，

必须要深入贯彻《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方案》，聚

焦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大创

新力度，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运用优质科研

成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军队院校知识产权管理现状和问题 

在国防专利制度基础上通过长期建设，特别是国

防知识产权战略贯彻实施，军队院校在知识产权管理

上取得长足进步，知识产权意识得到提升，在军事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2]。但与国

内地方高校、高科技新型企业相比，军队院校知识产

权管理还存在许多短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知识产权管理观念亟待更新。军队院校知识

产权管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理念上仍然存在重评奖

轻产权、重申请轻转化、重数量轻质量等现象，尤其

以部分任职教育和指挥类教育院校为典型，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观念认识迟滞，组织建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不够完整。根据人才评价制度导向，军队院校科研

人员发展与成果奖励愈发紧密相连，因此对科研成果

获奖十分重视，科研人员取得创新成果后，为了成果

评奖，首先进行成果鉴定而不是申请专利，这就极大

的增加了知识产权流失风险。例如公开发表论文造成

成果失去新颖性和独有性，导致不能申请专利；即便

成果能够申请专利，但对后续专利成果的转化不够重

视，导致大批创新成果成为了单位的荣誉，而并不能

真正得到转化应用，发挥创造效益，提高专利质量。 

二是知识产权法规制度急需完善。长期以来，国

家教育部、科技部、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制定了《高等

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

理规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

的若干意见》等多部规范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法规，

不少地方高校也出台了本校的知识产权管理规定。但

军队院校知识产权管理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专门

法律法规非常有限，对知识产权的权属认定、申请保

护、转化流程、奖励办法等重要内容缺少具体规定，

通常通过《国防专利条例》等国防知识产权全局性、

通用性政策法规进行规范。例如军队院校科研管理中

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成果鉴定和转化，此环节涉及的申

请专利和技术保密等知识产权管理并没有制定独立

的规章规定来系统性约束和限定，更多的是参照科研

管理规定中的“只言片语”来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

无法前瞻性和系统性阐述知识产权管理的专业性和

重要性，淡化了科研管理中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

可见知识产权管理与科研工作管理脱节。对于军民通

用的普通知识产权则借鉴地方相关法规，缺少适用于

军队院校科研成果特殊性的法律依据。 

三是知识产权体制机制需要健全。无论是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要求，还是军队院校知识产权管理客观实

际，均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由于军队编制体

制的约束，军队院校一般没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

理机构，知识产权管理业务归属科研管理归口部门代

为行使。目前个别院校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知识产权

研究机构，但本质上仍是将其并入科技成果管理范畴，

大大弱化了知识产权管理地位，远未能满足军队院校

知识产权管理的现实需要，限制了知识产权管理作用

的发挥[3]。此外，个别院校建立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主要围绕国防专利管理，管理的范畴和对象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如国防科技大学专利服务中心，主要围绕

国防专利代理、软件著作权登记代理、专利检索、专

利信息分析、专利预警、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和咨询等

开展服务，在专利申请、专利宣传、专利代理人培养、

专利文献、专利成果、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登记以及

归档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缺少全方位管理和服务机

制，需要完善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与服务体制，对防

范知识产权的流失，创造成体系的国防知识产权保护

做好先锋模范作用。 

3．加强军队院校国防知识产权管理的建议 

针对军队院校国防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着

眼提升国防知识产权管理效益，完善科技活动中知识

产权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军转民、民参军和军民深度

融合相关举措，不仅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的双向转化，

也有利于增强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推动军队院校科

技创新，在军民融合的进程中保持军队院校的核心竞

争优势。 

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一是健全专职组织管理体系。健全的组织机构是

成功推行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保障。国家教育部等三

部门印发的《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

用的若干意见》提出，高校要成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

营领导小组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导小组，统筹科研、

知识产权、国资、人事、成果转移转化和图书馆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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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构。国家相关部委对地方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对于军队院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军队院校要按照国防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设立专门和专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一

步完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评估、激励等管理制度，设

立知识产权保护专项经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软硬件

条件，有效改变目前多头管理、非专业人员管理、无

人管理的现状。有条件的军队院校可以借鉴知识产权

领导小组、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等组织形式，建立专

门管理机构，并设专人负责制订学院知识产权工作的

具体规划，统管本学院的知识产权申请、审查、鉴定、

评估、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科技奖励、成果转化

等工作，以及知识产权争议和纠纷、宣传教育和普及

工作，建立涵盖知识产权计划拟制、分类审批、效益

评估、年度报告总结等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强化与军

队有关知识产权归口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与政

府、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融合及交流机制，提高院

校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效益。 

二是完善闭环管理协调机制。国家标准《高等学

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明确，要形成科技创新和知识

产权管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融合的统筹协调机制
[4]。军队院校应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规划计划、过程管

理和工作绩效考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知识产权管理

高效运行。首先要建立规划计划机制，统筹规划计划

院校知识产权管理的指导原则、建设目标、重点任务、

阶段划分和相关保障等事宜。其次要完善过程管理机

制，按照科研项目立项、实施、验收阶段实施标准，

对项目各个阶段知识产权管理活动进行规划，全程掌

握项目中知识产权动态及发展，建立利益调节等激励

机制，激励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再者要建立工作

绩效考评机制，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评估机制和

考评体系，完善各项知识产权工作的绩效考评标准、

指标和办法，重点关注科研项目申报、研究（制）过

程中运用知识产权能力的评价，以及对科研管理过程

中知识产权管理的评价，使评估和考核结果同科研管

理人员的职称、职务的晋升及奖惩等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要拓宽资金保障，资金是开展知识产权管理的基

本保障，设立知识产权专项基金，用以支持专利维护、

适应性研发和工程化实验等方面，形成知识产权从研

发到工程化全流程资助机制，调动科研管理人员技术

创新的积极性。 

三是完善管理制度体系。完善的政策与管理制度

是规范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行为的准则。制定完整配

套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是军队院校知识产权

效益发挥的重要制度保障。应以国防知识产权法规体

系框架为依据，以国家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知识

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为借鉴，依据国防知识产权顶层

法律法规，细化明确知识产权管理在军队院校管理中

的地位、意义、方法和手段等，为提高知识产权管理

效益提供指导性意见。围绕军队院校知识产权登记与

界定、申报审核、归属、合同审核、转化与评价激励、

档案管理与保密等各活动环节、各业务领域，制定出

台军队院校知识产权管理法规制度，为加强和规范知

识产权管理提供制度依据。例如知识产权归属政策的

制定，应立足保护所有者权益与鼓励技术扩散相结合，

保护投资者与鼓励发明人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国家、

单位和个人的利益，明确有偿使用、无偿使用条件和

范围，充分考虑监管者的职责履行和调动知识产权所

有者的积极性，适当放权与适度监管，形成完备的知

识产权归属政策体系。 

四是加强专门人才培养。人才是创新的根基，知

识产权人才是激励创新、引领创新、保护创新和服务

创新的专门人才。国防知识产权人才对专业知识的复

合性、综合性要求高，以工科电子通信专业为例，不

仅需要掌握该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掌握法学、经济学、

管理学、军事学等专业的知识[5]。国防知识产权的专

业性、综合性和特殊性，要求具有一支专门的人才队

伍。首先要围绕院校相关人员进行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从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入手，增强院校科研人员知识产

权意识，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提高科研人

员的知识产权业务创新能力。针对知识产权管理方面

的领导干部、专业人员、科研技术人员等不同层次和

岗位工作内容和要求，采用培训班、讲座、研讨会、

国内外交流等多种培训形式开展知识性、技能性培训，

增强全体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其次是布局

学科专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载

体。军队院校要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作用，借

鉴地方高校知识产权学科建设成果，拓展国防知识产

权学科专业建设，将知识产权业务能力列入人才培养

方案，将知识产权课程列入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国防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具有明确的目标、高效的资源配置，

与院校的科研规划相适应。再次，要加强知识产权管

理师资建设。采取专兼结合、军地联合的办法，考虑

科研工作周期性、规划性管理机制，以及科技人员现

实需求，培养一批业务精、教学能力强的国防知识产

权教师教学队伍。教学队伍的兼职教师可以从地方大

学和专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聘请，也可以与地方大学

或者专业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委托培养专业教师人才。 

4．结语 

国防知识产权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特别是 2009

年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但

由于军队院校国防知识产权管理对象与要求的特殊

性，与国家知识产权建设和地方高校知识产权建设相

比较，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随着国防科技创新的

迫切需求，紧紧围绕军队院校知识产权中暴露的问题，

深入探讨军队院校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管理，研究

提出增进军队院校知识产权管理效益的对策建议，对

于增强军队院校科技创新水平和效率、提高军队院校

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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