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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珊，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女，汉族，湖北籍，1981年2月出生。研究领域：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管理。

一、教育背景

2009年12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知识产权管理方向；期间，2008年获德国马普奖学金全额资助，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知识产权、竞争法及税法研究所撰写博士学位论文。

2006年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知识产权法方向；

2003年6月毕业于武汉纺织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03年1月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辅修英语专业。



二、工作经历

2010年—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2010年至今在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任教，先后任讲师（2010年）、副教授（2018年）、硕士生导师（2019年），浙江工业大学知识产权与数字治理研

究中心负责人（2019年）。

2020年至今任浙江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三、社会兼职

科技部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中方知识产权专家组成员（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批专利信息师资人才（2012年-），国际促进知识产权教

学与研究学会（ATRIP）成员（2019年-），浙江省发明协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校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委员（2019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知识产权政策与管理专委会委员（2021年-），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20

年-），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特别顾问（2021年-）。

四、主要研究成果

（一）专著

刘珊.《中德企业软件专利申请行为实证研究》（专著），法律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二）合作编写教材

1.《知识产权管理》（清华经管技术与创新管理系列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副主编。

2.《知识产权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三）论文

1. 刘珊, 沈佳鹏, 余翔. 中美合作创新中专利共有法律风险及对策[J]. 科研管理，. 2019, 40(02): 54-64.

2. 刘珊, 黄琴. 网络用户生成内容版权侵权自治模式的法治化探索[J]. 中国出版. 2018(12): 62-66.

3. Liu S., Yu, X., 2017. Managing IP in Sino-US Clean Energy Collaboration - The case of the US-China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 WIPO-WTO Colloquium Papers: 2017 Asia Edition (ISBN 978-92-870-4372-6), Geneva Switzerland: WTO OMC & WIPO Publication,

32-41.（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

4. Liu S., Yu, X., 2016. IP Sharing & Licensing in Cross Border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rojects. Targe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BN978-3-906235-080), Bern: GROWTH Publisher Law, 67-80.（瑞士弗莱堡大学出版）

5. 刘珊，余翔. 基于TMP的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知识产权管理模式研究——突破、难点及对策[J]. 中国软科学. 2016(11):44-51.

6. 刘珊，庄雨晴. 从冲突、融合到战略运用——专利与技术标准研究综述与展望[J]. 管理学报. 2016(04): 624-630.

7. 刘珊，詹爱岚. “2011计划”中跨学科课程协同教学模式研究[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2016(04):459-464

8. 尹聪慧，余翔，刘珊. 跨国CCS合作项目知识共享模式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5(09): 1389-1396.

9. 刘鑫，余翔，刘珊. 标准必要专利数据库评析[J]. 情报杂志. 2014(10): 109-115.

10. Liu S., Yu X., 2014.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Sino-US Collaboration on CCS Technology", Energy
Procedia, (63).（CPCI-S收录、EI收录）



11. Zhan, A., Liu, S., 2012. Understand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Proceeding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341-3344.

12. Yu, X., Qiu, H., Chen, Q., Li, X. Liu, S., 2009.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IPR-Based Development in Asia.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sian Countries: Studies 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Impact. WIPO Publication, 154-21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物）

13. Yu, X., Liu, S., 2007.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Patent Protection for Inventions Involving Computer Programs in China: A Study
Based on the Newly Amended Chinese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6, 659-668.（SSCI 收录）

14. 刘珊，余翔. 德国对计算机执行的发明的专利保护——从立法、判例与实践的角度解析[J]. 电子知识产权. 2009(08): 71-75.

15. 刘珊，余翔. 德国软件业专利申请实证研究[J]. 电子知识产权. 2009(10): 55-60.

16. 刘珊，余翔. 中国软件产业专利申请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22): 42-45.

17. 刘珊，余翔. 中德软件业专利申请实证研究[J]. 情报杂志. 2009(11): 10-14.

18. 余翔，刘珊. 中国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プログラムに関する発明の専利保護の新発展．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 2007, 15(6): 277-297.（日

本北海道大学出版，日文）

19. 余翔，刘珊. 美国、欧盟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比较研究[J]. 管理学报. 2006(01): 98-102.

20. 余翔，刘珊. 美国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及其与欧盟的比较[J]. 电子知识产权. 2005(10): 32-37.

21. 余翔，刘珊. 欧盟对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J]. 电子知识产权. 2005(06): 37-41.

五、主要研究项目

1. 2021.4-202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安全目标导向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21AZD042），子课题三“生态安全目标导向下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政策创新研究”负责人。

2. 2018.6-202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及应用的专利制度评价及优化研究”（18BGL037），项目负责人。

3. 2016.7-2019.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年基金《清洁能源跨境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障碍识别及应对机制研究》

（16YJCZH062），项目负责人。

4. 2016.1-2018.6，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浙江国际科技合作对策研究》（2016C35028），项目负责人。

5. 2014.4-2016.11，浙江工业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跨学科协同教学课程建设研究》（ JG1337），项目负责人。

6. 2013.7-2016.1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浙江光伏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专利与技术标准战略研究》（ LQ13G020012），项目负责人。

7. 2011.9-2014.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特别资助《物联网产业专利和标准战略研究》（201104462），项目负责人。

8. 2011.9-2014.12，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重点项目《浙江省物联网产业专利和标准战略研究》（2011Z34），项目负责人。

9. 2010.12-2014.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引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挖掘与分析技术研究》（20100480894），项目负

责人。

六、荣誉奖励

1. 2017年，荣获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优秀班主任

2. 2017年，荣获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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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年，荣获浙江工业大学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十佳青年教师

4. 2013年，荣获浙江工业大学2012/2013学年优秀班主任

七、其他事项

2015年起，浙江工业大学健行学院荣誉生导师

加拿大ISW教学技能工作坊引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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