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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本研究以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为对象，对高校开展的知识

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期为高校知识产权文化

教育传播创新发展提供思路。以目前已获批的 80 个高校国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例，通过网络调查其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

动实践现状，分析团队建设、活动内容、活动特色等情况。研究发

现，高校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存在传播深度广度不够、长效性不

足、协同创新不足等问题。未来高校应从创新活动形式，挖掘用户

需求，利用特色资源，加强合作共建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切实

提升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基于本研究的结论与对

策建议，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专利竞赛，组织在线学习，参加

现场宣传，开设专题讲座等方式，对 2024 年西南大学知识产权文

化教育传播活动进行创新和完善，取得丰富实践成果。

关键词:高校；知识产权 ；文化教育 ；传播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知识产权在全球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增强，知

识产权文化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关注。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

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加强知识产权教育，特别是知识产

权文化教育，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树立创新理念，提高社会公众知识产

权意识，是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高校



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集散地，是进行文化教育传播的重要场所，逐渐肩

负起为高校师生以及社会群体开展知识产权文化教育的时代使命。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是指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层次和教育的不同目

标，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社会公众传授知识产权相关知识，构建有

利于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培养和树立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

识，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从而使国民的知识产权素

质得到总体提升。为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大力弘扬“尊重

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营造促进知

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环境，如何做好知识产权意识的全面传播

是当前高校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探索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路径是高

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调研高校知识

产权文化教育传播现状的基础上，发现高校开展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网络调研，总结出知识产权文化教

育传播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并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前期调研和

现状分析，发现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

建议，并以西南大学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进行具体实践，以期为

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文化教育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1.3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现有文献大多从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知



识产权保护等角度探究知识产权的发展，对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的关

注度不够。本研究通过网络调研的渠道，多方位探索知识产权文化教育

传播路径，丰富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研究。

现实意义在于探索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路径，推动知识产权信息

的传播与利用，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①

以西南大学为案例，全面梳理面向校内师生、高校、科研院所、服务机

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等组织和开展的各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和文化传播活动，总结经验，提出改进措施，创新高

校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产权文化宣传效果。②通过对

高校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调研和分

析，有助于高校对标自身实际开展知识产权文化教育活动，为高校在传

播知识产权文化方面提供实践参考。

2 调查对象、研究方法及调查结果

为了全面了解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微课程建设现状， 故

优先选取已经运营１年以上的信息服务中心作为研究对象，调研其知识

产权文化教育活动类型、数量、内容等，获取相应结果并进行概要分析。

2.1 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遴选的前三批 8０家信息服务

中心作为调查对象，采用文献调查法、网络调查法等研究方法进行深层

次研究。首先，通过文献调查法研究国内外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微课

程研究现状，并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内容。然后，对选取的 80 家信息服

务中心所在的图书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进行网络调查，主要调查微信公



众号推文和图书馆官网平台，整理出各个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文化教育

传播的活动类型、数量和内容，并利用 Excel对调查结果进行进一步分

析。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 2024年 3月 1日至 4月 10日，调查的文化教

育传播活动的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3月 1日。

2.2 调查结果

通过调查发现，80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均开展了知识

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其中讲座、培训是所有信息服务中心均开展的

活动，主要在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举办；74家信息服务中心组织开

展比赛与竞赛类活动；55家信息服务中心在线上开展微课程和知识科

普；32家信息服务中心推出资源推介栏目；29家信息服务中心组织开

展专题展览；18家信息服务中心开展创意征集类活动；17家信息服务

中心召开大型论坛与研讨会；12家信息中心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乡

村、进社区等社会服务活动；11家信息服务中心开展现场咨询活动。详

情如表 1所示。

表 1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开展情况

序

号
图书馆名称

活动类型

讲座

培训

创意

征集

比赛与

竞赛

专题

展览

资源

推介

现场

咨询

微课程与知

识科普

论坛与

研讨会

社会

活动
其他

1 清华大学图书馆 21 — 4 3 3 2 — — — —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15 — 2 — — 2 — 1 — 1

3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13 1 4 3 4 — — — — 1

4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10 1 3 — 1 — 7 — — —

5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3 — — 4 — — 31 5 — 1

6 东南大学图书馆 6 — 3 — — — 38 — — —

7 复旦大学图书馆 9 — 2 2 — — 13 — — —

8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8 — 3 1 — 1 — — — 2



9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4 1 3 1 — — 11 — — —

10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1 — — 2 — — 9 — — —

11 南京大学图书馆 12 1 1 2 — — 4 — — —

12 山东大学图书馆 6 — 2 — — — 9 1 — —

1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7 — 2 1 3 — 5 — —

14 四川大学图书馆 7 — 3 — — — 3 4 2 4

15 同济大学图书馆 11 — 1 1 6 3 6 4 1 1

16 武汉大学图书馆 19 — 1 1 — — 7 1 1 1

17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18 — 1 — — — 1 — — —

18 浙江大学图书馆 16 — 3 — 1 — 11 — — 1

19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13 — 1 — — — 4 2 — 2

20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8 — 1 — — — — — — —

21 中南大学图书馆 4 1 2 — 2 — 5 — — —

22 中山大学图书馆 13 — 3 1 — 1 4 — 1 —

23 重庆大学图书馆 21 2 3 3 — — — 1 — —

24 湖南大学图书馆 14 4 1 2 — 1 4 1 — 1

2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5 — 2 — 1 — — — — 1

26 云南大学图书馆 1 — 1 1 — — 1 — — —

27 郑州大学图书馆 2 1 4 — — — — — — —

28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8 — 3 — 7 — 21 — — —

29 北京化工大学图书馆 3 — — — — — — — — —

30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14 — 4 — 1 — — — — —

31 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 9 — 2 — — — 6 — — —

32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12 — 3 — 1 — — 1 — —

33 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 26 — 3 3 5 — — — 5 —

34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7 — — — — — — — 1 —

35 福州大学图书馆 36 — 4 2 1 — — 2 — 1

36 广西大学图书馆 2 — — — — — — — — —

37 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29 — 3 1 — — 19 — — —

38 河南大学图书馆 1 — 2 — — — — — — —

39 华北电力大学图书馆 3 — 2 — 1 — 1 — — —

40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27 — 1 — 1 — — — — —

41 江南大学图书馆 6 1 5 1 — 1 7 1 3 —



42 南昌大学图书馆 2 — 1 — — — — — — —

43 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 1 1 5 — 1 — 2 1 — —

44 宁波大学图书馆 19 — 4 1 1 — 28 — — —

45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12 — 5 — 1 — 10 — — —

46 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 14 — 8 — 1 1 51 — — —

47 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 1 — 2 — 1 — 3 — — —

48 中国矿业大学 8 — 2 — — — 1 — — —

4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

馆
19 — 3 — — 1 7 — — —

50 贵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14 — 3 — — — 1 — — —

51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2 2 4 1 3 — 2 — — —

52 江苏科技大学图书馆 1 2 — — — — — —

53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2 1 4 2 — — 14 — — —

54 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 12 — 5 — — — 8 — 1 —

55 青岛大学图书馆 1 — 4 — — 1 4 — — —

56 山东科技大学图书馆 1 — 1 — — — — — — —

57 深圳大学图书馆 7 — 4 — 3 — 5 — 1 —

58 天津科技大学图书馆 13 — 4 — — — 4 1 — —

59 湘潭大学图书馆 1 — 1 — — — — — — —

60 燕山大学图书馆 12 — 7 1 — — — — — —

61 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 15 — 3 2 — — — — — —

62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13 2 4 — — — — — — —

63 东北大学图书馆 22 — 5 — 3 — 29 — — —

64 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 1 — 3 — 1 — 1 — — —

65 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 11 — 6 1 3 — 29 — — —

6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4 — 3 — 2 — 1 — — 1

67 海南大学图书馆 13 1 3 — — — 1 — — —

68 河海大学图书馆 5 1 5 — — — 8 — — —

69 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8 — — — — — 2 — — —

70 暨南大学图书馆 9 — 4 — — — 3 — — 3

7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8 — 4 — — — — — — —

72 南开大学图书馆 8 — 3 1 3 — 17 — — 1

73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6 — 1 1 2 — 1 — — 1



74 山西大学图书馆 5 — 1 2 1 — 2 — — 5

75 西南大学图书馆 40 1 3 1 2 1 23 1 1 —

76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1 — 5 — — — 12 — — —

77 扬州大学图书馆 4 1 6 — 4 — 10 2 2 1

78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5 — 4 — — — 1 — — —

79 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 12 — 1 — — — 6 1 1 —

8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

馆
2 1 5 — 3 — 3 — — 2

3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实践现状

3.1 文化教育传播团队建设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是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重要

板块，本研究通过调研分析发现，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团队主要包括 3

种情况：（1）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团队组织开展。各高校一般是成

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专职团队，主要负责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培训

讲座、微课程制作、资源推介、展览等；（2）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

与校内其他单位联合开展。为提高活动影响力、专业性，图书馆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会联合法学院、科技处、创新创业学院等单位共同开展

知识产权竞赛、培训班等，如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与创新创业中心共同

搭建成立知识产权工作坊，并组织开展主题报告、沙龙等各类活动；（3）

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与知识产权局、数据库商、企业等校外单位联

合开展。如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中心与北京中医药大

学等单位联合举办首届“青囊知识产权杯”专利检索大赛，南大知产服

务中心联合栖霞区时长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推出“栖霞区中小企

业专项服务”，浙江大学图书馆联合阿里巴巴集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共同发起知识产权公益展。



3.2 文化教育传播活动内容

通过对调研内容进行分类，知识产权文化传播主要分为讲座培训、

比赛与竞赛、创意征集、专题展览、资源推介、现场咨询、微课程与知

识科普、论坛与研讨会、社会活动等类型。讲座培训类活动最普遍，主

要讲座内容为专利数据库的使用、专利、著作权、商标等。比赛与竞赛

类活动主要分为：数据库商组织举办的全国性竞赛，如 incoPat 新科技

检索大赛——“未来 IP专家”高校精英赛、智慧芽杯高校专利检索大赛；

地方知识产权局与区域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地方性竞

赛，如北京高校知识产权大赛、江苏省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技能大赛、

陕西省高校大学生知识产权技能大赛、广州市“养城 IP杯”专利检索技

能大赛等；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组织举办的比赛，主要以竞赛答

题、专利评选为主，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知识产权知识技能院系争霸赛、

“山东大学专利新星”评选活动、四川大学知识产权挑战赛等。创意征

集类活动内容主要为征集知识产权创意图片、微视频等，如“知识产权

与中南大学”创意视频竞赛、“创意承古今 青春创未来” 江苏省知识

产权创意设计大赛、“奥凯杯”江苏省高校知识产权创意设计大赛、重

庆大学举办“重庆小面”视觉形象设计大赛。专题展览类活动内容主要

有高校知识产权成果展、专利展、科普展等，如江南大学“追梦新时代，

致敬她力量”女性发明家特色科普展、福建农林大学知识产权成果展等。

资源推介主要集中在线上开展，推介内容包括知识产权书籍、数据库以

及免费资源获取渠道，如清华大学知识产权专题书架推荐、北京中医药

大学知识产权信息图书角。微课程与科普知识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官



网等渠道发布，内容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科普图文和视频，如南京大

学微课程品牌“励学微课”、同济大学“lib·致理”系列微图文、石河

子大学微课程栏目“知识产权天地”等。现场咨询活动一般在 4月 26日

知识产权宣传日当天开展，主要邀请知识产权专业老师、专利代理师等

在线下开展，如北京大学开展一对一专利咨询-专利代理师进校园活动。

论坛与研讨会多为聚焦知识产权发展前沿主题，并邀请知识产权专家开

展，如四川大学知识产权专家论坛。社会活动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进企业、

进社区、进中小学等开展培训、宣传与服务活动，如同济大学的知识产

权进中小学活动、东北林业大学知识产权进企业等。

图 1 知识产权文化传播活动占比情况

3.3 文化教育传播活动特色



聚焦世界知识产权宣传日主题开展。各高校信息中心的文化教育传

播活动开展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宣传周，其活动主题也会契合当年的世

界知识产权宣传日主题开展。如南京工业大学结合 2022 年“知识产权与

青年: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创新”主题开展“知识产权与青年”科普云展览、

结合 2023年“女性和知识产权:加速创新创造”主题开展“她力量，创造

更好的世界”知识产权科普展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在 2023年发布

“女性的力量·创新的力量——石大女性学者创新风采”宣传片和推文，

江南大学 2023年举办“追梦新时代，致敬她力量”女性发明家特色科普

展、2022年开展青年知识产权“云实践”活动；南京工业大学在 2023年

推出我们身边的女性发明家系列公众号推文并举办“她力量，创造更好

的世界”知识产权科普展览、2022年举办“知识产权与青年”科普云展

览。

契合大学生感兴趣的主题。部分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在传统

活动的基础上积极突破，寻找活动开展新路径，将知识产权与大学生感

兴趣的主题结合，提升活动的受喜爱度和参与度。将知识产权文化教育

传播与电影结合，如南京工业大学开展知识产权微课堂“知识产权与电

影——IP电影清单”栏目、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创新·未来”主题电影展、

暨南大学举办“她的智慧与力量”观影沙龙等；将知识产权文化教育融

入学生日常，如四川大学开展知识产权日“街头采访”、知识产权体验

馆项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利用假期时间举办知识产权信息素养夏令营。

助力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部分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通过

宣传普及专利技术、商标品牌和地理标志的保护与运用，有效助力乡村



振兴，赋能产业发展，着力发挥知识产权服务职能。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开展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到和田地区十四师皮山农场开展知识产权服务

和信息资源培训。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赴唐山机器人产业园区企业实地

走访调研，精准助力企业创新发展。贵州医科大学开展知识产权进社区、

知识产权进企业活动，面向社区、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普及，通过发

放知识产权宣传手册、面对面宣传等方式普及常见群众侵权行为。

4 问题与不足

4.1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深度广度不够

通过对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所开展的各类活动分析发现，

有 50%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开展的活动数量超过 20项，但存在

活动类型单一，内容同质等现象。培训讲座是文化教育传播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专利知识、数据库使用等，而对于知识

产权其他内容如商标权、著作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方面的培训

力度不够。在比赛竞赛类活动中，大部分高校主要是组织学生参加数据

库商或地区知识产权部门举办的比赛，自己高校主办的较少，且竞赛活

动形式主要以答题为主，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待进一步丰富。许多高校也

在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新形态，如推出知识产权进中小

学、知识产权训练营、知识产权体验馆等形式，但活动传播的广度和深

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4.2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长效性不足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的可持续开展有赖于合理的规划设计与

推广。从活动开展时间看，多数高校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通常集



中在 4月份世界知识产权日和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部分高校还会在 11

月推出专利月的活动，其他时间开展的相关活动比较少，活动开展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活动类型看，虽然大部分高校有每年固定开展的

活动，但活动主题连续性不强，没有形成固定活动品牌。从活动运行机

制来看，由于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人员有限，在活动的组织开

展、推广宣传等方面也缺乏常态化运行机制。

4.3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协同创新不足

通过对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的举办机构分析，虽然存在高校

图书馆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的活动，但合作方主要是与图书馆资源建设

密切相关的数据库商，而在与科技创新及技术应用全流程的企业相关部

门及单位的合作紧密度方面显然不够，协同创新明显不足。由于知识产

权工作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紧靠图书馆自身力量进行知识产权文化教

育传播，不管是传播力度还是传播范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保证可

持续性发展。

5 对策与建议

5.1 创新活动形式，提升传播深度

在当前文化繁荣背景下，高校均开展丰富多彩文化活动，应重视知

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形式的创新，才能增加活动的吸引力，提高活

动参与度。可将宣传活动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智能机器人等虚拟形

象开展交互式宣传互动。利用目前传播广泛的视频号、小程序等载体，

开展线上宣传活动，同时加强互动反馈，提高活动覆盖面。通过与校内



宣读推广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结合，策划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吸引用

户广泛参与，提升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的整体效果。

5.2 挖掘用户需求，精准对点服务

深入开展用户调研，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个性化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如面对本科生，应着重宣传知识产权基础

知识，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范围；面向研究生及科研团队，应

多开展嵌入式宣传活动，增强活动的专业性和深度，通过开展活动帮助

科技创新、科研立项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维权。

5.2 利用特色资源，打造活动品牌

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应结合自身特点，找准定位，积极挖

掘优势资源并加以利用，并形成可持续建设的品牌。各高校在学科服务、

信息资源方面各有特色，高校可以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开发具有学科特

色的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活动，并打造特色活动品牌。如涉农高校可

以结合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方便开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品牌活动。并

且活动过程中应善于总结经验、凝练优秀案例，积极进行宣传推广，提

升活动品牌知名度。

5.3 加强合作共建，拓宽传播范围

在当前科技高度交叉融合的时代，仅依靠图书馆自身开展知识产权

文化教育传播缺乏长效性、创新性与广泛性。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在明确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多方力量合作，尤其是具有知识

产权专业、科技创新优势的单位，提升整体活动水平。在校内合作方面，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应在现有合作模式的基础上，主动与相关



学院、职能部门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嵌入科研团队、课堂教学，提高

知识产权文化教育传播精准度。在校外合作方面，高校中心应积极对接

专利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并加强与科技创新类产业、企

业的合作，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6 项目成果

基于本研究的结论与对策建议，对 2024 年西南大学知识产权文化

教育传播活动进行创新和完善，受众广泛、影响力广。取得的实践效果

如下：

6.1 举办主题展览，营造知识产权文化氛围

4 月 20 日-30 日，西南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创新

创业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处等在图书馆联合举办知识产

权与创新创业主题展览，宣传学校科研团队成果转化的典型案例和学生

创新创业的优秀案例。本次展览共有 3 个科研团队和 12 位学生成果入

选优秀案例，展出海报反映了学校科研团队成果转化显著成效，以及学

生在创新项目、发明专利、科研竞赛、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成就与荣誉，

充分体现西南大学师生在知识产权创新和利用方面的能力。同时还设计

制作了“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主题宣传桁架、新质生产力宣传海报等，

学生纷纷驻足观看并在主题展架前进行拍照打卡。



6.2 开展专利竞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西南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组织学生参加 2024 年

incoPat 新科技检索大赛“未来 IP专家”高校精英赛，旨在通过这一赛

事，为高校师生提供探索创新科技信息的新途径，提高大学生的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增强实际操作能力，掌握科技信息检索的技巧，提高快速、

准确、全面的信息获取能力，储备知识产权人才资源。活动期间，特邀

请科睿唯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陈泓润开展《利用专利大数据

助力科研与创新》的专题讲座。

6.3 组织在线学习，提升知识产权专业素养

为增强青年学子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形成科技创新的主动意识，

西南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在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联合北京



金阁乾元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知识产权素养虚拟仿真学习平台试用版，将

“教育教学”和“虚拟仿真”相融合，深度融合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学

习、科研、创业、就业等环节中的典型案例，通过沉浸式、交互式、场

景式的互动体验，提升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增强其在日常学习、科

研和实践中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达到知识产权素养教育的目的。

6.4 参加现场宣传，助力知识产权成果转化

4 月 23 日，西南大学科学技术处、科学中心、图书馆和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等参加了川渝地区 2024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暨专利转化专项

工作启动会议。学校科学技术处处长胡昌华在大会上对西南大学产学研

和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情况进行了介绍，材料与能源学院和柑桔研究所科

研团队负责人在现场与公司签订成果转化合作协议，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现场进行咨询答疑和发放宣传资料。此次活动提高了公众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意识，有效推动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促进地方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6.5 开设专题讲座，保护知识产权助推融资

4 月 26 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西南大学与北碚区市场监管局、北

碚区金融发展中心等在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知识

产权专题培训暨 2024 年政银企对接（知识产权专场）活动，来自西南

大学、北碚区市场监管局、北碚区相关企业、中国银行北碚支行和农业

银行北碚支行等 20 多家单位参加。西南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邀请专家做《高价值专利申请与挖掘》和《著作权的权利保护和风

险防范》主题报告，两位专家结合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向大家分

享了关于高价值专利申请和著作权保护的实用知识。区市场监管局、区

金融发展中心和参会银行等先后向大家解读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讲



解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推介银行知识产权相关信贷产品。此次活动有效

提升了高校和企业的知识产权自主保护意识，并通过政银企对接活动助

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有效价值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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