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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1370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

课程英文名

称

Seminar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

适用专业 法学、知识产权

先修课程 无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法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是知识产权专业选修课程之一，属于知识产权专

业基础课程，授课对象是知识产权专业本科生。

通过全面、系统、科学地讲授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课程，起到培养知识产

权专业学生知识产权犯罪的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作用。

课程目标 1：学生应掌握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课程目标 2：学生应能运用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复杂知识产权犯罪案

件。

课程思政目标：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观，使其能够具有社会责任感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坚持正确的伦理道德主张，理解并履行法律人的社会

责任。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犯罪

教学基本内容：

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概述、体系、保护制度、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犯罪、

概况、基础理论。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法守法。

教学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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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互联网知识产权权利体系；认识互联网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了解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掌握互联网知识产权犯

罪的基础理论。

2.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立法与司法

教学基本内容：

中国立法体系、美国立法体系、司法适用概述、司法利弊分析。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法治的逐步完善及优越性。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中国与美国的立法体系；深刻理解中国司法利弊。

3.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与防控

教学基本内容：

侦查、分工及流程、侦查的具体展开、防控、犯罪理论、防控机制。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内涵。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了解侦查分工及流程，掌握代表性犯罪理论，深入学

习我国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防控机制。

4.互联网商标权犯罪

教学基本内容：

商标、商标权犯罪类型、刑事责任。

思政元素：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明确商标界定的具体方法；了解互联网商标犯罪的立法

以及商标犯罪的司法实践。

5.互联网专利权犯罪

教学基本内容：

专利、互联网专利犯罪类型、刑事责任。

思政元素：要走创新发展之路，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及运用。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明确专利界定的具体方法； 了解专利犯罪的立法；深刻

理解互联网时代专利犯罪的司法实践。

6.互联网著作权犯罪

教学基本内容：

著作权、互联网著作权犯罪类型、刑事责任。

思政元素：树立版权意识，尊重他人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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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互联网著作权的界定方法；理解互联网著作权犯罪

的立法；了解互联网著作权犯罪的司法实践。

7.互联网商业秘密权犯罪

教学基本内容：

商业秘密、互联网商业秘密犯罪类型、刑事责任。

思政元素：公司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商业秘密的界定方法；了解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

了解互联网商业秘密犯罪的司法实践。

8.信息科技与知识产权犯罪

教学基本内容：

概述、信息科技与知识产权、信息科技知识产权犯罪。

思政元素：国家信息科技发展的巨大成就。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信息科技时代知识产权；掌握信息科技知识产权犯

罪特征；了解信息科技知识产权犯罪规制方法。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犯罪 4 4

2.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立法与司法 4 4

3.互联网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与防控 2 2 4

4.互联网商标权犯罪 2 2 4

5.互联网专利权犯罪 4 4

6.互联网著作权犯罪 2 2 4

7.互联网商业秘密权犯罪 4 4

8.信息科技与知识产权犯罪 2 2 4

合 计 24 8 32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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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以教师面授为主，其间适时、适量地运用案例教学、比较法分析等

多种教学方法，并辅之以 PPT 等多媒体教学技术，加强课堂的生动性，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知识，增强学生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良

好的职业道德。本课程考虑安排一定的课外练习，要求学生写作相关学术论文，

争取机会成熟时发表；选取一至两个外国刑事司法中的的经典案例进行评析，

写出案例分析报告。此外，根据条件安排一定实践教学，在实践教学方面考虑

设立观看相关视频的环节，要求学生针对视频中的事件、案例进行一定研讨，

举办主题学术沙龙和读书会，到司法实践部门调研，并在机会合适时参加学术

会议研讨。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知识产权犯罪疑难问题解析》，陈辅宽，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 年，ISBN

9787510203961。

2.参考资料

（1）《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研究》，于志强，法律出版社，2017 年，

ISBN9787519710897。

（2）《大数据侦查》，王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ISBN 9787302455516。

（3）《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题整理》，刘科、程书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08 年，ISBN 9787811390810。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个部分，平时成绩占 30%，

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包括平时作业、课堂考勤、课堂表现三个部分，

各占总评成绩的 10%。期末考试采取闭卷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堂所讲刑

法规范的理解与运用，以及是否树立了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体情

况由授课教师根据课堂人数、学生基础等不同情况确定。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本大纲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每届学生情况不同、当年学界研究及立法情况

不同、法学本科专业课教学手段、方法等变化，任课教师可以做出适当调整。

大纲执笔人：郭 玮

大纲审核人：刘志洪

开课系主任：王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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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