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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ＡＨＰ的中国知识产权教育影响因素研究
———兼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路径

邱洪华
（西北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１）

　　摘　要：知识产权教育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重要内容。在分析中国知识产权教育现
状的基础上，从能力建设的角度阐述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视野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教育的内

容，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模型 （ＡＨＰ）研究了这些因素对 “知识产权教育”的影响权重，最后分

析了中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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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知识产权事业近
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截止２０１５年，我国发
明专利年度申请量连续５年位居世界首位，商标累
计注册申请量连续１３年位居世界第一。除此之外，
版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逐渐超越世界平

均水平，我国正在向版权产业大国迈进。这些成

绩的取得，对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

求。据调查，至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
法人员需要再增加５０００人，知识产权司法人才应

达到３５００人；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专业人才需要在
２０１０年的基础上再增加２万人，仅专利代理人的
缺口即有６０００人［１］。

知识产权教育是教育者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和知识产权经营管理为内容，使受教育者在观念

意识、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实现知识产权能力的转

变［２］。知识产权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创

造能力、保护能力、应用能力和管理能力［３］。因

此，知识产权教育既要培养懂法律，同时又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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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会管理和经营的综合型人才［４］。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的推进必然要求发展知识产权教育，而高校

则是培养知识产权人才的主要阵地［５］。以创新为

连接点的知识产权教育，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工程师队伍具有重要

意义［６］。

一、中国知识产权教育的现状

教育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于２００４年共同发布
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技 【２００４】４号）中明确提出了加强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的有关政策内容。２００７年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下文要求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将 “知识产权”增列为工程硕士研

究生的公共必修课；为了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知识产权意识，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在

２０１５年启动了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
工作，并最终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等３０
所学校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当前，我国本科阶段的知识产权教育的形式

主要包括：以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

学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第二学士学位；上海大学于

１９９４年率先尝试的法学本科专业知识产权方向；
华东政法大学于２００４年率先尝试的知识产权专业
本科［７］。

研究生阶段的知识产权教育的形式主要包括：

在民商法、经济法和技术经济及管理等二级专业

下设立 “知识产权 （法）”或 “知识产权管理”

的方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２００６年率先将知识
产权设为二级学科，单独招收研究生；以理工科

非法学本科生为对象的知识产权法律硕士；上海

大学于２００４年率先尝试的 “理工科 ＋法学”双学
位－知识产权硕士的 “２＋２＋３”本硕连读。

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教育包括：知识产权公

共课／选修课、知识产权专题培训、知识产权自考
本科、知识产权远程教育等。此外，从区域分布

的角度来看，华东地区共有２９所高校开设知识产
权本科专业，紧随其后的是华中地区，共有１４所
高校开设知识产权本科专业，西南地区和华北地

区分别也有１１所和７所高校开设知识产权本科专
业，东北、华南和西北等地区也均有５所高校开设
知识产权本科专业。既体现了华东经济发达地区

在知识产权本科教育方面的优势，也呈现了不同

区域之间知识产权学科布局的平衡。我国知识产

权本科教育的时空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我国知识产权本科专业的时空分布［８－１３］

　　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视野

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教育

　　国务院于２００８年颁布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指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

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

力。这些能力与知识产权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

阐述如下：

１．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培养与知识产权教育
这一类能力主要面向科技创新成果完成之

后，结合成果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法

律手段 （即：知识产权类型）对科技创新成果进

行保护，理论界通常将此行为归纳为 “科技成果

权利化”。该能力的教育内容涉及的核心专业领

域是法律及其适用，教育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其一，以 “专利法”、 “商标法”和 “著

作权法”等课程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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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确定具体保护的技术范围和地域范围为内

容的 “专利挖掘与布局”和 “国际知识产权保

护”。

２．知识产权运用能力的培养与知识产权教育
这一类能力主要面向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科技

成果，实现权利化固定下来之后，如何实现这些

权利的价值。该能力的教育内容涉及的专业领域

是技术管理，包括技术创新管理、知识产权战略

管理、科技成果评价与转化和技术竞争情报的挖

掘与利用等。因此，该项能力的教育教学课程设

置包括：“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运营”和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等。

３．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培养与知识产权教育
这一类能力主要面向利用有关法律制度去制

止侵权，进行权利救济，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的纠

纷，或厘清有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

能力涉及的核心专业领域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

政策的适用，其教育教学的主要课程包括 “知识

产权法”和 “竞争法”。可以看出，在课程设置

上，保护能力与创造能力都是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事实上，两者所在法律适用上的侧重点并

不相同，保护能力的法律适用重点内容是侵权

行为的类型及其救济或者市场不当竞争的规制，

而创造能力的法律适用重点在于权利的取得和

确权。

４．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的培养与知识产权教育
这一类能力主要面向知识产权局等有关政府

职能部门的制度、政策、规则和推进机制的构建

以及有关行政审批和权利确权的程序的执行和完

善等。该能力涉及的核心专业领域是知识产权行

政管理的体制机制，该项能力的教育教学主要涉

及的课程设置包括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 “知

识产权公共政策”等等，内容涉及权利形成和维

护的有关程序、政府推进知识产权发展的有关政

策制度。

５．知识产权服务能力的培养与知识产权教育
这一类能力是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务院颁发的 《关

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若干意见》中

新增的内容。该能力涉及的核心专业领域是中介

代理，该项能力的教育教学的内容主要涉及知识

产权的职业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代理服

务，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是 “知识产权代理实务”

和 “专利文件撰写实务”等 ［１４］。

　　三、知识产权教育的关键影响因

素及其评价

　　按照 “既遵循专业教育评价的一般规律，同

时也体现知识产权专业的特色特点”的原则，在

参考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向有关专

家进行调研，研究知识产权教育的关键影响因素，

构建知识产权教育的评价体系。

（一）模型选择、指标构建和模型执行

在模型选择方面，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模型对

中国知识产权专业教育的关键因素进行评价研究。

层次分析模型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
是美国的运筹学家Ｔ．Ｌ．Ｓａａｔｙ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
提出的一种能将定性和定量有效结合的模型方法。

该方法能够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具有支配关系和

层次结构的因素，然后通过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

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该模型作为一种实用而

简便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可以有效提高社会科学

领域进行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指标选择方面，为了建立更合适知识产权

专业教育的评价指标，本文采用中国科学评价研

究中心所建立的大学本科专业教育评价体系的

“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学生状况、科研能力”等

四个一级指标作为本文的二级指标要素 （经适当

修订）［１５］，同时又结合专家意见，筛选提炼对

“指标要素”进行评价的 “备选方案层”指标。

为了构造两两比较的评价矩阵，本文从华中

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暨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和西北大学等积极开展

知识产权教育的高校中邀请相关学者 （博士／副教
授）对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并打分。他们长期

从事知识产权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对本文调研的

目的和指标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从而保证指

标间比较判断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而在问卷发放

过程中，会附上有助于学者理解调研内容的有关

政策和文献材料。此外，问卷要求学者给出两个

指标间重要性判断的结论的同时，给出判断的依

据或理由。最后，通过整理各学者关于各层次指

标间重要性判断的数据信息，即可以得到两两比

较的结果。

调研结果表明，学者们对于两两指标间的重

要性判断大多都能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而对于

为数不多的明显差异性判断结果，本文以匿名的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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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反馈给有关学者，以供学者参考并做出适当

的修改，从而避免出现 “指标１比指标２重要，指
标２比指标３重要，而指标３却比指标１重要”的
混乱判断矩阵，以保证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篇幅

原因，本文不再给出专家的判断矩阵。

（二）模型执行结果分析

１．“知识产权教育”指标要素及其影响权重
如表１所示，在四个指标要素当中，“师资力

量”对知识产权专业教育影响最大，权重为

０６０７６，这也正是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教育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这是因为，“师资

力量”是 “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是 “学生状

况 （能力）”的引导因素和输送前提，是 “科研能

力”的基本保障。“师资力量”决定了高校所培养

的专业人才是否能够满足知识产权战略和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当中所提出的多类别综合性目标对知

识产权技能的需求。

２．“师资力量”的评价指标及其影响权重
如表２所示，在 “师资力量”的三个评价方

案当中，“教师结构”的影响权重最大，为０７５０４。
教师的学历层次反映了专业教师对知识产权基础

理论和前沿知识的把握和理解；教师的职称结构

反映了专业教师的在教学科研领域的成熟程度；

教师的学科背景结构决定了跨学科的知识产权人

才培养方案能否得到落地实现；教师的学缘结构

体现了人才培养单位与外界联系的密切程度，同

时也有利用开阔学生的视野。因此， “教师结构”

直接体现了知识产权战略环境下，知识产权人才

培养对课程设计的学科多样性的要求。

表１　决策目标 “知识产权教育”评价指标及其影响权重

决策目标 指标要素 影响权重 （Ｗｉ）

知识产权教育

师资力量 Ｗｉ＝０６０７６

教学质量 Ｗｉ＝０１９２１

学生状况 Ｗｉ＝０１１７３

科研能力 Ｗｉ＝００８２９

　　 注：判 断 矩 阵 一 致 性 比 例：００７８８；ｌａｍｂｄａ＿
（ｍａｘ）：４２１０３。

表２　指标要素 “师资力量”评价指标及其影响权重

指标要素 备选方案 影响权重 （Ｗｉ） 指标内涵界定

师资力量

教师数量 Ｗｉ＝００７８２ 主要是指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的人数

教师种类 Ｗｉ＝０１７１３
包括：（１）专职教师； （２）外聘实务教师，通常来源于事务所、
企业和知识产权局

教师结构 Ｗｉ＝０７５０４
包括：（１）学历结构；（２）职称结构；（３）学科背景结构；（４）
学缘结构

　　注：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００９６１；ｌａｍｂｄａ＿ （ｍａｘ）：３０９９９。

３．“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及其影响权重
如表３所示，在 “教学质量”的三个评价方

案当中，“培养方案”的影响权重最大，为０６４４２。
培养方案是关于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过程、方

法的基本设计和依据，是教学管理的核心［１６］。科

学合理的培养方案使得高校人才培养过程规范化

和标准化，是专业人才培养过程控制的关键。而

“基地建设”和 “硬件设施”均是为了辅助 “培养

方案”的目标得以实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内容

涉及到多学科性，所以如何制订和执行合适可行

的培养方案，是当前高校开展知识产权专业建设

的前提。

表３　指标要素 “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指标要素 备选方案 影响权重 （Ｗｉ） 指标内涵界定

教学质量

基地建设 Ｗｉ＝００８５２
包括：（１）国家知识产权局培训基地等由政府或司法部门授权挂牌的
人才培养或研究基地；（２）学校和事务所或企业合作建设的实习基地

培养方案 Ｗｉ＝０６４４２
经教育行政部审批的人才培养的实施方案，具体明确了人才培养的

目标、课程设置、选拔方式等内容

硬件设施 Ｗｉ＝０２７０６
除了图书资源等一般性学习硬件外，还包括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数据

库、专利分析工具和知识产权实验室建设等

　　注：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０００５６１；ｌａｍｂｄａ＿ （ｍａｘ）：３０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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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生状况”的评价指标及其影响权重
如表４所示，在 “学生状况”的四个评价方

案当中，“学科属性”影响权重最大，为０４７４３。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当前我国高校的知识产权

专业，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大多开设在传

统的法学院，在课程设置等人才培养的过程控制

中，也基本上是以法学基本理论知识为主体框架。

这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基本素养，毕竟法

律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根基。但与此同时应当认识

到的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内容当中，除了

“保护”以法律为主要内容之外，其他的会更多涉

及到企业技术管理、战略运营等专业领域的内容，

尤其是 “创造”和 “运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专门提到，要 “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增设知识产

权专业，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学位教育”。可见，

所学专业的学科属性，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

的知识结构和背景，从而决定了学生在知识产权

实务中的职业定位和技能。实践表明，熟悉并能

运用法律规则并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端法律人才和

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管理运营人才是当前知识产权

实务领域最受欢迎同时也是最缺乏的两类专业

人才。

表４　指标要素 “学生状况”评价指标及其影响权重

指标要素 备选方案 影响权重 （Ｗｉ） 指标内涵界定

学生状况

学生数量 Ｗｉ＝００８４９ 培养单位招收的满足招收条件的学生的数量

学科属性 Ｗｉ＝０４７４３ 学生所攻读学位所属的学科 （法学或者其他）

知识背景 Ｗｉ＝０２６５９
本科层次是指其高中学习背景是文科还是理科，研究生层次是指其

大学的学科属性

创业就业 Ｗｉ＝０１７４９ 毕业生的就业或创业情况以及社会的评价

　　注：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００９０３；ｌａｍｂｄａ＿ （ｍａｘ）：４２４１１。

５“科研能力”的评价指标及其影响权重
如表５所示，在 “科研能力”的三个评价方

案当中，“项目承担”影响权重最大，为０６７３８。
各类项目的承担是对高校教师和学生的知识能力

的综合评价，无论是来自政府的 “纵向项目”，还

是来自企业的 “横向课题”，都能充分反映了教师

和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将理论应用于实

践的能力水平。通过科研项目，一方面，可以探

讨知识产权学科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规律；另一方

面，也可以解决企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知
识产权现实问题。通过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涉及

的内容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除了 “保护”和 “管

理”领域的法律制度有关内容相对成熟或完善以

外，无论是 “创造”、 “运用”还是 “服务”，都

有很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对于部分处于萌芽起

步阶段的内容更是这样。因此，科研是理顺或解

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市场适应

性的重要方式。

表５　指标要素 “科研能力”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指标要素 备选方案 影响权重 （Ｗｉ） 指标内涵界定

科研能力

论文发表 Ｗｉ＝０２２５５ 在各类学术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项目承担 Ｗｉ＝０６７３８ 承担或参加的来自政府或企业的各层次科研课题

获奖荣誉 Ｗｉ＝０１００７ 因为学习或科研而获得的各类奖励或荣誉称号

　　注：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００８２５；ｌａｍｂｄａ＿ （ｍａｘ）：３０８５８。

　　四、中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路径

分析

　　在知识产权数量快速增长和质量不高、价值

不足、转化不够的矛盾下，面对国际经济体制变

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知识产权教育和人才培养已

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战略性内容。知识产

权教育是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构成部分。一方面，

通过宣传普及、文化建设、高校素质教育和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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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普及教育等方式，提高社会民众的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

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本文利用ＡＨＰ模型，
对中国知识产权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并

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路径至少应当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资力量”是中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的前提

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和保障，我国在

法律领域的知识产权师资有较好的积累，但在应

用、运营、管理和国际规则领域的师资严重不足，

而如何建设其他学科领域师资队伍，将对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的目标实践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认

为，培养单位的师资队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事实上，师资队

伍的缺乏或单一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专业

发展和人才培养关键因素。

本文研究表明，在多个影响因素当中，“师资

力量”对 “知识产权教育”的影响最大。因此，

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各高校首先要

着手解决的是优化教师结构，建设多元的师资队

伍。具体而言，要在当前知识产权师资数量的基

础上，注重从学历、职称、学科和学缘等方面优

化专业教师的结构。与此同时，实现内部培养和

外部引进相结合，理论教师和实务教师相结合。

（二）“教学质量”是中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的保障

教育部于２０１４年公布了 “十五个最难就业专

业”名单，知识产权豁然在列，此举引起了教育

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人才的 “供需矛盾”在

知识产权专业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一方面，实

务界人才缺口巨大， “求才若渴”；另一方面，高

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除了 “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原因之外，更重

要的应当是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的人才之

间在知识、技能和经验要求方面出现了裂缝。归

根结底，还是因为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质量

和结构出现了偏差和问题，无法满足社会对知识

产权人才的需求。

本文研究表明，“教学质量”因素也对 “知识

产权教育”有积极的影响。为此，各高校应当加

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过程管理，通过明确人才

培养目标、执行科学的课程设置，加强教学硬件

条件的建设等手段，稳步提高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的质量。

（三）良好的人才培养环境是中国知识产权人

才培养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内容梳理可以发现，我国国务院颁布的

知识产权战略和强国建设的内容除了涉及法学学

科，还比较多的涉及到管理学 （包括企业管理和

行政管理）、经济学和情报学等学科。因此，对人

才培养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因为受到

师资力量、教育观念和培养方案以及现实条件的

限制，当前我们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的现状基本上

偏重理论，在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能

力等方面有明显的短板，无法适应或满足实务界

对人才的能力需求。

本文研究表明，从学生自身的角度看，“学科

属性”和 “知识背景”对知识产权教育影响较大。

此外，“基地建设”通过 “教学质量”影响知识产

权教育，而 “项目承担”和 “论文发表”也都会

通过 “科研能力”影响知识产权教育。为此，我

国高校应当注重从 “学生状况”和 “科研能力”

相关指标着手，构建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环境。

（四）充分发挥各层次高校的知识产权教育资

源，实现差异化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知识产权专业的区域布

局基本合理。但从学校层次的分布来看，如图２所
示，一本高校为 １８所，约占 ２３６８％，其他的大
部分为二本高校，甚至包括了７所三本高校。

图２　我国知识产权专业的学校层次分布［１７－２２］

通过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检索统计

可以发现，当前全国已经有２７所高校在法学或管
理学等学科下设置了知识产权二级学科，其中２／３
左右的高校是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知识产权二

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通常认为，与其他层次

的高校相比，一本高校聚集了更多的教育资源，

更能适应知识产权专业的需求。为此我国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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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方面，应当以一本高校

为主体，辅以二本高校，以保证知识产权专业人

才培养的质量。而对于不同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

在资源配置的方向上也应当有所差异。另一方面，

各层次高校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意

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培养不同能力

方向和专业方向的知识产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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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６０３／ｔ２０１６０３０４＿２３１７９４．ｈｔｍｌ．
［１２］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６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３－１７）［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７０３／ｔ２０１７０３１７＿２９９９６０．ｈｔｍｌ．

［１３］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８０３／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３３０８７４．ｈｔｍｌ．

［１４］　邱洪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的知识产权教育推进
机制研究［Ｊ］．知识产权，２０１６（１０）：８９－９３．

［１５］　邱均平，董克．９８５高校专业建设质量分析———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本科专业评价结果为例［Ｊ］．重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９２－９７．

［１６］　朱健，刘巨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４（５）：５９－６０．

［１７］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１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２－２８）［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２０２／ｔ２０１２０２１４＿１３１１４８．ｈｔｍｌ．

［１８］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２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４－０３）［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３０３／ｔ２０１３０３２９＿１５０１１２．ｈｔｍｌ．

［１９］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３－２５）［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４０３／ｔ２０１４０３１７＿１６６２１３．ｈｔｍｌ．

［２０］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０７）［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６０３／ｔ２０１６０３０４＿２３１７９４．ｈｔｍｌ．

［２１］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６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３－１７）［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７０３／ｔ２０１７０３１７＿２９９９６０．ｈｔｍｌ．

［２２］　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２０１８－
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ｍｏｅ＿
１０３４／ｓ４９３０／２０１８０３／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３３０８７４．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邢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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