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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由中华商标协会人才与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制。

本大纲起草单位：中华商标协会、中知倍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清华大

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公共政策与法

律研究中心、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阿

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三友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路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武汉捷

诚智权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天健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罗思

（上海）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智信禾（北京）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知域

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版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北京

英创嘉友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北京知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诚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康瑞律师事

务所。

本大纲参与单位：北京商标协会、深圳市商标协会、中国（武汉）武汉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

港）有限公司、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浙江裕阳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精英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律盟知识产权代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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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三聚

阳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北京京成知识产权研究院、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山东千慧知

识产权集团、北京文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贝壳找

房（北京）有限公司、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知数通（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摩知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爱律师

事务所、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北京沛微律师事务所、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中伦文德胡百全（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北京达坤律师

事务所、北京三环同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武汉鼎灵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茂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征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麦诺安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知产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知人善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倍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宿迁市永泰睿

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刘春田

马夫、黄晖、来小鹏、杜颖、冯晓青、崔国斌、李顺德、王宾容、王霁霞、

吴东平、张豫宁、马家媛、张海燕、张子墨、于泽辉、胡刚、李斌、金高平、党

晓林、杨熠、马浩、史建峰、周洪、蒙媛、张晶、刘景玉、余浩、张家绮、苏志

甫、娄丽、赵立春、冯筠筠、商家泉、张月梅、吴坚、关永红、王晶、李春、马

强、吴琼、楚楠、李江宁、尤佳、吴新华、郝明英、袁鹏程、卢君伟、海洋、王

丽琴、孙可文、王卫东、陈作科、余秀旸、佟燕燕、孙智、刘思思、王明阳、吕

国良、钟红波、田艳阳、黄卫家、伍立贤、严文、何雪芳、施小雪、钱珠琳、刘

莉莎、张小梦、李艳、刘自钦、赵玲。

本标准主要参与人：李勃、杨晓莉、王正志、王晓斐、桑传标、祝明、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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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永久、孙庆华、李兵、李侠、黄莺、任川霞、杜剑波、石慧、牛红霞、尹龙植、

王桂香、贾静环、向静、周鹏、吴江涛、余永红、李文宇、王志、吕薇薇、吴红

霞、毛禾枫、连捷、刘艳锋、黎叶、胡杰、郑露、蒋强、俞智强、沈兰英、杨安

进、贾俊颖、赵倩、丛芳、夏艳、张晓华、肖运龙、白昕、韩潇、陈彦蓉、刘秋

梅、张锐、马晓艳、杨杰、林海军、蒋远东、郝瑞刚、袁红梅、韩会军、孙红晓、

王卫彬、高鑫、杨莎、高源锦、赵欣、李日晖、张怀芹、张磊、徐楠、杨家睦、

徐珊、申晖、蔡莲花、周新艳、朱国栋、袁利华、马明星、洪敦福、蔡方方、金

美兰、马伟阳、金文博、陈奇、陈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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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人才库

商标代理职业能力培养大纲

（试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并执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加强商标代理专

业人员队伍建设，完善商标代理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商标代理专业人员的职业能

力，促进商标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特编制本大纲。

本大纲适用于商标人才库的人才培养工作。

一、培养性质与任务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当前，我国正在

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

提高质量转变。商标代理专业人员队伍作为知识产权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推动构建创新发展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培养是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型的关键，是促进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石。商标代理职业能力培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的重

要论述为遵循，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提升职业能

力的根本任务和树立正确职业观念的根本要求，着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实务为导向，以理论为基础，培养学员在实际业务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和总结问题的能力，为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

http://www.baidu.com/link?url=oisigj6lttjMMtDUU153db9Ov6sNeEjrZN2lWIybkz2joswl1JdjyFxwrtep0_Na7F-Lj1xDjro_hQSyL18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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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总体目标

陶冶道德情操，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养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指导学员掌握

与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培养学员的商

标代理职业能力，使学员掌握商标领域相关知识与职业规范，并能够运用专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独立完成相应工作任务且满足实际需求。

三、具体目标及培养内容

（一）专业基础知识

1、培养目标

提升学员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水平以及基础职业能力，奠定人才发展基石。

传授学员掌握法律规范、行业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商标行业基本情况、商标领

域基础知识等事项。

2、培养内容

（1）知识产权基础：包括法学基础、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其他知识

产权以及竞争法等相关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2）商标行业概况：包括沿革与现状、细分领域、机构情况、工作岗位、

工作内容、工作思路与方式方法、收入水平与结构、行业前景、职业成长与发展

等相关内容。

（3）商标制度：包括商标的概念与分类、商标的构成、商标的作用、商标

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国内外商标体系、我国商标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等相关内

容。

（4）商标理论与原理：包括商标的权利取得、商标的使用、商标权利的终

止、商标维权、商标诉讼、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企业名称和商号、

域名、未注册商标、商标的国际保护等相关内容。

（5）职业行为规范：包括法律法规、行业自律、道德修养、违法违规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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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行为的法律责任与后果等相关层面的商标代理职业行为规范。

（二）专业实务技能

1、培养目标

提升学员的实务工作能力，培养专业型人才。传授学员掌握商标代理业务中

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规范、操作步骤、操作方式方法、操作要点难点与

技巧、文件或材料准备要求、工作原理或法律依据、常见问题等事项。

2、培养内容

（1）商标申请前事务：包括禁止注册与禁止使用条款、商品及服务分类、

商标设定及类别项目的选择、商标注册申请前的相同及近似查询、商标相同及近

似判定、商品及服务类似判定、注册可行性分析等相关内容。

（2）商标申请及后续事务：包括商标注册申请、商标补正申请、商标审查

意见书的答复、商标驳回复审申请、变更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名义/地址申请、商

标续展注册申请等相关内容。

（3）商标监控：包括商标异议申请及答辩、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及答辩、

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及提供使用证据等相关内容。

（4）商标运用：包括商标使用许可备案、转让/移转申请/注册商标、商标专

用权质权登记申请等相关内容。

（5）商标维权（诉讼外）：包括商标侵权行政查处投诉、商标侵权展会投

诉、商标海关备案及海关查扣、商标域名注册及争议解决、电商平台投诉、新媒

体关键词投诉、恶意投诉应对等相关内容。

（6）商标诉讼：包括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商标侵权民事诉讼、商标侵

权刑事诉讼、不正当竞争诉讼等相关内容。

（7）商标国际事务：包括商标国际申请概述、马德里国际注册申请、单一

国家及地区申请、境外主体的中国商标事务、申请文件办理程序、国际商标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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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国际商标海外风险预警、国际商标维权等相关内容。

（8）商标管理：包括风险管理、商标创造、商标布局、商标应用、商标分

析、商标保护、品牌经营、证据收集、文档管理、时限管理等相关内容

（9）专业信息技术：包括实务工作中涉及的软件、应用、互联网产品或服

务的操作和运用等相关内容。

（三）专业延伸拓展

1、培养目标

提升学员的专业延伸拓展能力，培养复合型人才。传授学员掌握传统商标代

理业务之外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学员的职业竞争力，加强学员与企业的衔接，提

升学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2、培养内容

（1）市场营销：包括商务礼仪、营销管理、消费心理学、产品运营、销售

技巧与实务、广告理论与实务、新媒体运营、商务英语等相关内容。

（2）企业管理：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行为学、经济学、运营管理、企

业经营法律实务、创新与创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财务报表分析、项目

投资决策分析、金融市场运作、数据模型与决策、国际贸易实务、企业战略管理

等相关内容。

（3）公共关系：包括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国际关系、CI战略、

公共关系实务、危机公关、舆情分析、沟通管理等相关内容。

（4）其他信息技术：包括办公自动化、互联网产品设计与开发、数据采集

与分析、云计算与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等相关内容。

（四）专业能力更新

1、培养目标

提升学员知识与技能的更新速度与更新质量，为人才“保鲜”提供保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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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实务技能、专业延伸拓展三个层面上协助学员获取最新资讯

与专业信息，推动学员紧跟时代步伐与行业先进水平，为学员的业务开展以及职

业成长与发展提供辅助和支撑。

2、培养内容

包括社会发展趋势、行业新闻动态、最新案例研究、前沿学术进展与科研成

果、技术技能革新与实际运用等相关内容。

四、培养原则和方式方法

（一）培养原则

在落实方向性、科学性原则的前提下，应遵照以下原则进行培养。

1、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增强职业能力

培养的时代感，坚持职业能力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坚持朴素的正义感，确保思想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的正确性，提升从业人

员的整体素养。

2、坚持知、信、行相统一。淡化传统的学科体系，精选培养内容，培养必

要的知识；帮助学员认同道德规范特别是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逐步内化为自己

的信念；引导学员践行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做到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知、信、行相统一。

3、以实务为导向，以理论为基础。紧扣市场的需求，把握未来趋势，结合

重要事件、热点问题以及案例研究等相关新闻与动态，培养和传授学员掌握实际

业务中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规范、操作步骤、操作方式方法、操作要点

难点与技巧、文件或材料准备要求、原理或法律依据、常见问题等事项，用理论

指导实践，用实践升华理论，加强学员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现实问题的

能力。

4、贴近学员、贴近职业、贴近社会。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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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排培养内容，以学员的职业成长与发展为本，关注学员的需求，激发学员的

兴趣，服务于学员的终身发展，加强培养的专业性、针对性、主动性，提高培养

的实效。

5、加强实践环节。转变单向传授的职业能力培养方式，给学员参与、体验、

感悟和内化的机会。充分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注重引导学员在实

践中思考、学习和探究。

（二）培养计划建议

1、培养计划设计依据

培养计划的相关内容系参照商标人才库《商标代理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中对

商标代理职业能力的等级划分。

2、培养计划详情

培养内容 适用等级建议

专业基础知识

知识产权基础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

商标行业概况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

商标制度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理论与原理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职业行为规范 全部

专业实务技能

商标申请前事务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申请及后续事务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监控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运用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维权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诉讼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国际申请注册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商标管理 全部

商标信息技术 三级以下、三级、二级、一级

专业延伸拓展

市场营销 全部

企业管理 全部

公共关系 全部

其他信息技术 全部

专业能力更新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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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形式建议

1、从学员的思想和工作生活实际出发，结合学员的认知水平、知识结构、

专业能力、年龄特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具体培养内容，遵循学员的认知

规律和职业能力发展规律，选择适当的培养方法。

2、内容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多用鲜活通俗的语言，多用生动

典型的事例，多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多用疏导的方法、参与的方法、互动的方法，

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3、注重运用“在做中学”的实践方法，加强实地调研与探访形式的学习，

鼓励培养方法的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培养。

4、授课者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开发利用相关资源，从实际出发，精心

设计、精心准备、精心组织、追求实效，对学员给予认真、及时、有效的指导，

重视现代培养手段的使用和开发，注重引导学员将职业道德、专业知识、专业技

能运用于实践。

5、结合重要事件、热点问题以及案例研究等相关新闻与动态，组织线上线

下开展如论坛、讲座、专题进修、研讨会、交流会等多形式、多维度、多渠道、

多载体的各类职业能力培养活动。

（四）教材编写建议

教材编写应以本大纲为基本依据。

1、教材的编写应注重实务操作与业务实践，贯彻商标代理职业能力培养的

任务与目标，贴合培养内容与要求，着力于提升学员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水平

和实际工作能力。

2、教材的编写应适应市场的实际需求，体现商标代理职业能力培养的内容

与特点。充分考虑学员的能力水平，符合学员的认知规律。同时，应为授课者和

学员提供满足培养需要的讲义、习题等教辅材料，以及多形式、多介质、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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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教学资源。

3、教材的名词术语、文字、符号、数字、公式、计量单位等运用要准确、

规范、统一，符合我国相关标准与规范。

4、教材的体例应体现工具性，方便学员快速查找所需知识点和工作方法。

5、教材的内容和排版应注重易读性，呈现形式上应图文并茂，符合学员的

阅读心理与阅读习惯。

6、教材的案例选取应注重内容的价值取向，反映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趋

势。案例选取应该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文质兼美，类型多样，能激发学员的学

习兴趣，提升学员职业能力。

7、教材应具备足够的开放性、拓展性和弹性。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岗位、

不同学员水平、不同培养模式和授课形式等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在合理安排培

养内容的基础上，为授课者留有开发的余地，也为学员留有选择的空间，以满足

不同学员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需求。

五、培养评价

（一）评价目的

通过评价，了解培养目标是否达到、培养方法是否有效。让学员了解自己的

学习水平，反思学习方法是否科学有效，以便发扬成绩、找到差距、明确方向；

让学员看到自己的进步，由此产生成就感，激励自己更好地学习、更快地进步。

使授课者透过评价效果反思自己的“教”，以便发扬成绩，改正不足，及时调整

和改进授课。

（二）评价原则

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客观、公平、公正；激励学员进步和培养方法的创新；

全面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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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学员的“学”又评价授课者的“教”。

其中，全面评价要求对学员从知、信、行三个维度予以评价，尤其重视评价

学员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日常行为表现和良好习惯的

养成。

（三）评价方式

评价学员的“学”，包括但不限于对学员学习效果进行评价考核、学员自评、

相关商标代理机构评价等方式。

评价授课者的“教”，包括但不限于听取学员反馈意见、授课者自我总结、

相关商标代理机构评价、征求其他授课者意见、培养督导评估等方式。

（四）评价标准

学员“学”的评价分为认知水平评价和运用能力评价。认知水平分为“了解”

和“掌握”两个层次。“了解”指对有关知识和原理具备一定的记忆，能够再认

或再现，并有较为系统的领会与认识；“掌握”指对有关知识和原理能较全面、

较深入地把握，并能在“了解”的基础上能结合相关理论对实际问题进行解释、

论述、分析。运用能力指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科学、合理地进行

商标确权、监控、运用、维权、管理、服务等能力。

授课者“教”的评价，包括授课者对培养定位的把握、培养原则的贯彻、培

养内容的理解、授课资源的开发、授课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授课过程的把控、学

员积极性的调动以及培养效果是否良好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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