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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0301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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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业年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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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表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内专业（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除外）。 

2.申请表限用 A4 纸张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 

3.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据学校

实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画√。 

4.本表由申请学校的校长签字报出。 

5.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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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030102T 专业名称 知识产权 

 
修业年限 

 
四年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学校开始举办本

科教育的年份 

 
1902 年 

 

现有本科专业

（个） 
90 

学校本年度 
其他拟增设的 
专业名称 

酒店管理（120902） 
机械电子工程（080204）

本校已设的相

近本、专科专

业及开设年份

法学，本科，1980 年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2015 年 
60 人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300 人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 S、兼有 J） 

 所在院系名称 法学院 

高等学校专业设

置评议专家组织

审议意见 

同意设置。 
 
 
（主任签字） 

 
   2014 年 6 月 30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字）

同意设置。 
 
 
（盖章） 

 
  2014 年 7 月 10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形式 
审核意见（根据 
是否具备该专业

办学条件、申请 
材料是否真实等

给出是否同意 
备案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山西大学 学校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 92 号 

邮政编码 030006 校园网址 http:// www. sxu.edu.cn 

□部委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大学    □学院   □独立学院   □高职高专院校 

在校本科生总数 21011 人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65 人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专任教师 

总数（人） 
2355 人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所占比例 
43%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山西大学前身为创建于 1902 年的山西大学堂，其悠远的文脉可

以上溯至明代三立书院及清代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早期的山西大

学堂中西合璧，文理并重，办学思路开阔，育人理念先进，是我国

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三晋大地百年文化科教的重镇。

改革开放后，山西大学伴随着我国科教兴国和高等教育崛起的良好

机遇，成为一所文理相互渗透、办学思路清晰、发展空间广阔的综

合性大学。1998 年成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大学。2003 年，获得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成绩。特别是 2002 年百年校庆以后，学

校各项工作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5 年，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

与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大学。2012 年，山西大学成为“中西部

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入选高校,迈上国家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

新平台。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文、史、哲、理、工、农、经、管、法、

教、艺、医 12 大学科门类涵盖了 90 个本科专业和 17 个双学位专业。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21011 人，各类研究生 6948 人。学校占地面

积 2600 余亩，建筑面积近 120 万平方米。图书馆馆藏文献 361.7 万

册(件)，电子图书 2535 (GB)，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近 5 亿元。 

山西大学历经 112 年的风雨历程，秉承着“中西会通、求真至善、

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具有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学

科体系，凝聚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声誉的专家教授，为国家和社会输

送了十余万各类优秀专门人才，为兴民强国做出重要贡献。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当年本科招生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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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学校定位 

     山西大学办学目标定位为“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创新性知识的

生产、传播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在学术

领军人物、创新研究平台、高水平研究成果、创新创业人才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国家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大学。 

    二、人才需求 

据专家预计，到 2015 年，我国对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需求总量为 6.5-7 万人，但

由于学科建设起步较晚、人才培养周期较长等因素，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由大学向社

会输送的合格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约为 3000 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鉴于此，目前，

我国已有二十余所高校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部分高校已经开始招收知识产权专业本

科生。作为山西省唯一的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机构，山西大学法学院根据知识产权专业

人才培养的实际经验，结合已设置的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宪法学和法学理

论专业，提出适于我院实际情况的知识产权专业增设。知识产权法包括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商业秘密法等诸多部门，涉及科技、经济、文化等多重学科背景。所

以知识产权毕业生也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可以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知识产权中

介机构、律师事务所、政府机关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及各类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纠

纷处理部门等。 

三、专业筹建 

山西大学法学院已经着手筹建知识产权专业，现有完善的法学实验基础设施和稳

定的实习基地，同时，聘请了知名知识产权法专家作为我院兼职教授；近几年，也先

后引进多名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方向的法学博士和硕士，开展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鼓

励教师开设相关课程。我院赵小平副教授还入选了首批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同

时跻身第三批“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之列，是我校首位

进入该专家库及工程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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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设置、主要实践性教学

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意识，具备扎实的法学基础和知

识产权专业理论知识，熟悉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法规政策，能在法院、检察院、专利

审查部门、律师事务所、企事业等单位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的基本原理，热爱本职工作，追求真理，具有远大理想、高尚品质和实事求是、

勤奋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职业意识，成为自觉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服务的人才。 

2.具有崇高的法学精神和良好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较全面的知识结

构；掌握知识产权法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具备从事知识产权的审查、申请、代

理申报、保护等业务工作的专业能力。 

3.熟悉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与法规，能及时了解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

具备在基层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能力；熟悉中外知识产权法专

业的发展动态，能不断吸收本专业的新成果，根据社会需要拓宽、提高专业水平，并

能运用到实践中去。 

4.具有良好的口语与书面表达能力，以及较强的社会调查和社会活动能力。 

5.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实现能力。 

6.熟练掌握现代媒体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搜集和专业处理能力。 

7.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较高的外语阅读和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 

三、修业年限 

四年。 

四、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五、主要课程设置 

（一）法学核心课程：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民法学、商法学、刑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

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二）知识产权专业主干课程：知识产权法原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

商业秘密法、地理标志保护法、知识产权管理、计算机信息检索、国际知识产权

法、知识产权法律文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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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实践性教学 

知识产权法案例研习、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模拟法庭、毕业实习、毕业

论文。 

七、主要专业实验 

计算机信息检索实验、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实验。 

八、教学计划 

（一）学分学时结构 

小  计 
板块 类  别 学时数 学分数

学分数 比例（%）

公共课程 816 43 必

修 专业课程 1440 90 
133 74 

公共课程(校本通识课) 128 8 

理论

教学

板块 选

修 专业课程 80 5 
13 7 

公共课程 200 9 

专业实验 128 4 

实习实践 576 18 

实践

教学

板块 

必

修 

创新实践 32 2 

33 19 

合  计 3400 179 179 100 

（二）理论教学计划 

学时分配 考核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习

题

考 
查 

开 
卷 

闭 
卷 

备

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1.3 13 26  6   √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6 96 3.2 15 60  36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3 15 45  3   √   

军事理论 2 32 1.2 16 32     √   

计算机基础 2 64 1.3 16 32  32    √  

计算机高级应用 2 64 2.2 16 32  32    √  

大学英语 1 4 64 1.2 16 48  16    √  

公

共

课

程 

必

修 

大学英语 2 4 64 1.3 16 48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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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3 4 64 2.2 16 48  16    √  

大学英语 4 4 64 2.3 16 48  16    √  

体育 1 1 32 1.2 16      √   

体育 2 1 32 1.3 16      √   

体育 3 1 32 2.2 16      √   

体育 4 1 32 2.3 16      √   

高等数学 D1 2 32 1.2 16 32      √  

高等数学 D2 4 64 1.3 16 48  16    √  

选

修 
    校本通识课 

须修够 8 学分（不可由双学位学分替代）。包括文史

哲经典与文化传承、社会发展与现代性认识、科技

进步与科学认识、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等 4 个模块，

由教务处统一组织。 

以上要求必修 43 学分，选修 8 学分，共计 51 学分。 

法理学 4 64 1.2 16 60  4    √ H

宪法学 3 48 1.2 16 48      √ H

中国法制史 4 64 1.3 16 64      √ H

刑法学 4 64 1.3 16 52  12    √ H

民法学 5 80 2.2 16 64  16    √ H

专

业

课

程 

必

修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 64 2.2 16 60  4    √ H

经济法 3 48 2.3 16 48      √ H

商法学 4 64 2.3 16 60  4    √ H

民事诉讼法 4 64 2.3 16 60  4    √ H

刑事诉讼法 4 64 2.3 16 60  4    √ H

国际法 3 48 2.2 16 48      √ H

国际私法 3 48 3.2 16 48      √ H

国际经济法 3 48 3.2 16 44  4    √ H

环境资源法 2 32 3.2 16 32    √   H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32 4.2 16 32    √   H

知识产权法原理 3 48 2.3 16 48       H

著作权法 4 64 3.2 16 60  4    √ H

专

业

课

程 

必

修 

专利法 4 64 3.2 16 60  4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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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 4 64 3.2 16 60  4    √ H

商业秘密法 3 48 3.2 16 44  4    √ H

地理标志保护法 3 48 3.2 16 44  4    √ H

国际知识产权法 3 48 3.3 16 44  4      

知识产权法经典文献

阅读 
3 48 3.3 16 44  4      

知识产权法律文书写

作 
3 48 3.3 16 40  8      

知识产权法学前沿 1 16 4.1 4 16        

新生研讨课 2 32 1.2 16 32    √ √   

婚姻法与继承法 3 48 3.2 16 44  4  √ √   

毕业论文指导 2 32 3.3 16 32    √ √   

法律逻辑学 2 32 2.3 16 28  4  √ √   

仲裁法 2 32 4.2 16 28  4  √ √   

法学方法论 1 16 3.1 4 16    √ √   

比较知识产权法 2 32 4.2 16 32    √ √   

知识产权法律英语 2 32 3.3 16 28  4  √ √   

选

修 

科技法 2 32 3.3 16 28  4      

以上要求必修 77 学分，选修 5 学分，共计 82 学分。 

（三）实践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项目)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考核方式 备  注 

入学教育 1  1.1 1 考查  

军事训练 2  1.1 2 考查  

安全教育 2 32   考查 
每个长学期

4 学时 

形势与政策 2 128   考查 
每个长学期

16 学时 

必

修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

导 
2 40   考查 

每个长学期

5 学时 

公

共

课

程 

以上要求必修 9 学分，共计 9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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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检索 2 64 4.2 16 理论+操作  必

修 知识产权管理 2 64 4.2 16 理论+操作  

专

业

实

验 以上要求必修 4 学分，共计 4 学分。 

知识产权模拟法庭 1 32 4.1 4 综合考查  

知识产权法案例研析 1 32 3.3 16 综合考查  

学年论文 2 64 3.3 16 论文  

毕业实习 4 128 3.3 8 实习报告  

必

修 

毕业论文 10 320 4.3 16 论文  

实

习

实

践 

以上要求必修 18 学分，共计 18 学分。 

必

修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2 32 4.3 16 综合考查 顶点课程 

创

新

实

践 
以上要求必修 2 学分，共计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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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姓名 汪渊智 

出生年月 1965.3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山西大学法学本科（1986.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博士（2010.7）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民商法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1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2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27 万元，年均 9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29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11 人次。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民法总论疑难问题研
究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3 月 独著 

2 民法教学中概念的讲
授方法 

《三晋法学》（第七辑）中国法
制出版社 2012 年 独著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3 我国取得时效制度的
构建 

《三晋法学》（第八辑）中国法
制出版社 2013 年 独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我国民法典总则中代
理制度立法研究 

国家 
社科基金 

2013.6- 
2016.6 18 万 主持人 

2 民法教学中学生民法
思维能力的培养 

山西省 
教育厅 

2013.9- 
2014.8 2 万 主持人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
以内） 

3 常村煤矿采空区塌陷
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企事业委托

2013.9- 
2014.9 5 万 主持人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民法学 法学本科 57 64 专业必修 2013-2014-2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门以内） 

2 物权法与债法 法学本科 117 30 专业必修 2013-2014-3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情况属实。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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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姓名 赵小平 

出生年月 1972.5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山西师范大学法学本科（1994.7），山西大学科技史专业博士
（2012.7）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地理标志保护法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6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9 万元，年均 3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2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8 人次。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法治科技观：共和国
科技史一个研究向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五期
2011.10.5 

独著 

2 
多哈地理标志多变
通知与注册制度谈
判及中国的对策 

WTO 法与中国论丛（2011 年卷）
2011.8.1 

独著 

3 
农业现代化视角的
欧盟地理标志法律
保护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 2011-07-15 第
四期 

独著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4 
中国农产品地理标
志法律保护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09-01 独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山西省 2013 年科技
工作者状况调查报
告研究 

省、市自治
区研究 

2013-09-23- 
2014-09-30

9 万 
主要参与人，
撰写调查报告

2 
信息支援的法律制
度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规划基金

2012-06-01  
2015-12-30

15 万 
主要参与人，
撰写论文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
以内） 

3 
山西物联网安全风险
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省、市自治
区研究 

2011-07-01-
2014-7-31 

2 万 
主要参与人，
撰写咨询报告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知识产权法专题 
法律硕士
（全日制）

30 36 专业选修 2012-2013-2

2 知识产权法学 经济法学 9 36 专业选修 2012-2013-2

3 知识产权法专题 
法律硕士
（法学） 

30 30 专业选修 2012-2013-2

4 知识产权法专题 
法律硕士
（全日制）

34 36 专业选修 2013-2014-2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5 知识产权法专题 
法律硕士
（在职） 

40 30 专业选修 2013-2014-2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情况属实。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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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姓名 温淑英 

出生年月 1973.11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1995.7.1）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
（2003.7）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法，国际法，知识产权法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2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4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30 万元，年均 10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20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9 人次。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有效存款保险制度
核心原则》及其启示

《金融论坛》第一期 2013-01-05 独著 

2 
消费者金融教育的
国际经验及其对我
国的启示 

《三晋法学》第七辑 2012-12-10
中国法制出版社 

独著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3 
《有效存款保险制
度核心原则》述评 

《三晋法学》第六辑 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11-12-01 

独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山西省促进文化产
业发展地方立法研
究 

省、市自治
区研究 

2013-07-26 
2014-12-31

2 万 
主要主持人，
撰写论文 

2 
中外能源投资国家
安全审查制度比较
研究 

省、市自治
区研究 

2012-06-20 
2014-12-30

3 万 
主要主持人，
撰写论文 

3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中的消费者保护法
律问题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规划基金

2012-06-01 
2015-12-30

15 万 
主要主持人，
撰写专著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
以内） 

4 
非法流转文物追索
中的法律冲突问题
研究 

中央其他部
门社科研究

2011-10-24 
2014-07-30

10 万 
主要主持人，
撰写专著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国际经济法专题 
法律硕士
（在职） 

30 30 专业选修 2012-2013-2

2 国际经济法研究 经济法学 9 54 专业必修 2012-2013-2

3 国际法专题 
法律硕士
（法学） 

35 36 专业必修 2012-2013-2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4 国际经济法学 
法律硕士
（全日制）

40 36 专业选修 2012-2013-1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情况属实。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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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第一学历毕业

学校、专业、

学位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

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1 汪渊智 男 49 教  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民法

博士 

民商法

学 

民法学，

知识产权

法原理 
专职

2 相丽玲 女 52 教  授 
山西大学 

图书情报文 
学士 

山西大学管

理学博士 
知识产

权管理 
知识产权

管理 
专职

3 贾君枝 女 42 教  授 
山西大学 

管理学学士 

武汉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

博士 

计算机

信息检

索，信

息组织 

计算机信

息检索 
专职

4 王继军 男 58 教  授 
吉林大学 
法学学士 

对外经贸大

学经济法 
博士 

经济法 经济法 专职

5 董玉明 男 54 教  授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学士 

武汉理工大

学经济学 
博士 

经济

法、 
科技法 

科技法 专职

6 陈晋胜 男 57 教  授 
山西大学哲学

学士 

武汉大学宪

法与行政法

博士 
行政法 

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

法 
专职

7 张天虹 男 52 教  授 
山西大学法学

学士 
中国人民大

学刑法博士
刑法学 刑法学 专职

8 李  麒 男 44 教  授 
山西大学法学

学士 
山西大学经

济学博士 

刑法

学、 
诉讼法 

刑事诉讼

法 
专职

9 马爱萍 女 51 教  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日本立教大

学诉讼法学

博士 

民事诉

讼法 
民事诉讼

法 
专职

10 赵小平 女 42 副教授 
山西师范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理

学博士 
知识产

权法 
地理标志

保护法 
专职

11 温树英 女 41 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学士 

武汉大学国

际经济法 
博士 

国际经

济法、

知识产

权法 

国际知识

产权法 
专职

12 毛瑞兆 男 48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中国政法大

学民法硕士

民法

学、知

识产权

法 

知识产权

法原理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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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任凤莲 女 51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法

学学士 
民法 

婚姻与家

庭法 
专职

14 刘丽萍 女 47 副教授 山西大学学士

对外经大学

民商法学 
博士 

商法 商法 专职

15 王淑娟 女 47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法

学学士 
商法 商法 专职

16 李晓燕 女 38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对外经贸大

学民商法 
博士 

商法 商法 专职

17 白红平 女 53 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经

济法硕士 
国际私

法 
国际私法 专职

18 吕  江 男 37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武汉大学国

际法博士 
国际法 国际法 专职

19 黄晓燕 女 35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武汉大学国

际法博士 

国际

法，专

利法 
国际法 专职

20 张  钧 男 37 副教授 
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学士 

中国人民大

学法制史 
博士 

环境资

源法 
环境资源

法 
专职

21 李冰强 男 39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中国海洋大

学环境法 
博士 

环境资

源法 
环境资源

法 
专职

22 李  冰 女 47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经

济法硕士 

劳动与

社会保

障法 

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 
专职

23 何建华 男 49 副教授 
山西大学法学

学士 

山西大学宪

法与行政法

硕士 
宪法学 宪法学 专职

24 薛  荣 男 50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法

学学士 
法律文

书 

知识产权

法律文书

写作 
专职

25 史凤林 男 49 副教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法

律硕士 
法理学 法理学 专职

26 杨志军 男 41 讲  师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学士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民法

博士 

知识产

权法 

著作权

法、专利

法 
专职

27 梁  懿 女 31 讲  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民商

法硕士 

知识产

权法 
商标法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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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曹笑辉 男 35 讲  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重庆大学民

法博士 

民法

学、知

识产权

法 

商业秘密

法 
专职

29 孙丽娜 女 38 讲  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民

商法硕士 
知识产

权法 
知识产权

法原理 
兼职

30 毋国平 男 40 讲  师 
西北政法学院

学士 

中国政法大

学民法学 
博士 

民法 民法学 专职

31 李  洁 女 37 讲  师 山西大学学士
山西大学民

法学硕士 
民法 民法学 专职

32 姚  霞 女 33 讲  师 
太原理工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民

商法硕士 
国际经

济法 
国际经济

法 
专职

33 王士亨 男 34 讲  师 
山西大学 
法学学士 

山西大学经

济法硕士 
法律逻

辑学 
法律逻辑

学 
专职

34 董映霞 女 48 讲  师 
运城学院英语

专业文学士 
山西大学法

律硕士 
仲裁法 仲裁法 专职

35 李  琦 男 50 

山西省

知识产

权局副

局长 

浙江大学测试

技术机器工学

学士 

浙江大学测

试技术机器

工学学士 

知识产

权管理 
知识产权

管理 
兼职

36 邓一峰 男 47 

山西省

高院民

事审判

庭庭长 

吉林大学法学

学士 

青岛海洋大

学民商法 
博士 

知识产

权审判 

知识产权

法案例研

析 
兼职

37 李  辉 男 48 
太原市

中院庭

长 

山西大学法学

学士 
山西大学法

律硕士 
知识产

权审判 
知识产权

模拟法庭 
兼职

38 孙  智 男 54 
科贝律

师事务

所主任 

山西大学经济

系学士 
西北大学经

济学博士 

企业改

制 重
组 、知
识产权

代理与

诉讼 

知识产权

法律检索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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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法理学 64 4 史凤林 1.2 

2 宪法学 48 3 何建华 1.2 

3 民法学 80 5 汪渊智 2.2 

4 商法学 64 4 刘丽萍 2.3 

5 国际法 48 3 温淑英 2.2 

6 国际私法 48 3 白红平 3.2 

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64 4 陈晋胜 2.2 

8 民事诉讼法学 64 4 马爱萍 2.3 

9 知识产权法原理 48 3 汪渊智、赵小平 2.3 

10 著作权法 64 4 杨志军 3.2 

11 商标法 64 4 梁  懿 3.2 

12 专利法 64 4 黄晓燕 3.2 

13 商业秘密法 48 3 曹笑辉 3.2 

14 地理标志保护法 48 3 赵小平 3.2 

15 知识产权法案例研析 32 2 
邓一峰、赵小平、

杨志军、梁  懿 
3.3 

16 知识产权法律文书写作 48 3 薛  荣 3.3 

17 知识产权模拟法庭 16 1 李  辉、杨志军 4.1 

18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32 2 孙  智、赵小平 4.3 

19 计算机信息检索 64 2 贾君枝 4.2 

20 知识产权管理 64 2 相丽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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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知识产权 
开办经费

及来源 
500 万元 

省筹、校筹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上职

称(在岗)人数 
40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32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2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5

是否具备开办该 
专业所必需的图书资料 

是 
可用于该专业的

教学实验设备 
（千元以上） 

150 
（台/件） 

总价值

（万元） 
800 

序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 10 项内） 型号规格 台(件) 购入时间

1 投影仪 爱普生 TW9500C 2 2012 

2 莱特斯电动幕 200 英寸/玻珠 2 2012 

3 功  放 
山桥 911-021 
拉杆电瓶音响 

2 2012 

4 VGA 分割器 
天创恒达 

TC-HDMI-204A 
2 2012 

5 电  脑 
联想 IdeaCentre B540p- 

至尊型 
30 2012 

6 云台摄像机 明日 VHD-J1110 2 2012 

7 视频服务器 
大华 H 系列

DVR(DH-DVR1604HE-U)
1 2012 

8 比对显微镜 AXB-9 2 2011 

9 文件检验仪 AJY—W2 4 2011 

10 体视显微镜 SZM-045 10 2011 

备注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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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不含本年度）增设专业情况 

序号 专业代码 本/专科 专  业  名  称 设置年度 

1 050261 本  科 翻  译 2011 

2 130508 本  科 数字媒体艺术 2012 

3 080301 本  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12 

4 082801 本  科 建筑学 2012 

5 120105 本  科 工程造价 2012 

6 020102 本  科 经济统计学 2013 

7 130506 本  科 公共艺术 2013 

8 081004 本  科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2013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