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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爱岚，女，汉族，湖北籍，1974年10月出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知识产权。

一、教育背景
2009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知识产权管理方向，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5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法专业，知识产权法方向，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0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技术经济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会计学专业。

二、工作经历

2009年至今任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6至今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专任研究员、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研究所副所
长；2011年至2014年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1年至2012年，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研究所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从事访问研究；2000年至2002年就职于武汉市碧海云天环保科技公
司；1994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三、社会兼职

浙江省中小企业研究会理事、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特聘研究员。



四、研究成果

（一）代表性论文（26篇）

1.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与知识产权战略演化，《科学学研究》(CSSCI) 2021，39(7).

2.基于RFM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核心技术识别方法研究，《中国发明与发专利》2021(5).

3.商标注册“不良影响”条款的规制目的与判定标准：基于中欧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比较，《电子知识产权》2020(5).

4.卫星导航产业技术创新态势及发展对策研究——基于专利情报多维测量，《情报理论与实践》(CSSCI) 2020(3).

5.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国际经验与浙江实践，《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1).

6.新兴市场国家标准化与创新互动赶超模式及路径研究：以印度、南非为例，《科研管理》(CSSCI), 2019(8).

7.面向新一代ICT产业竞争的标准必要专利战略启示及应对,《情报杂志》(CSSCI)2019(5).

8.欧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的新进展及启示，《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8(3).

9.国外基于专利情报网络分析的创新研究综述，《情报杂志》(CSSCI)2017(4).

10.专利情报的社会网络学创新研究：视角、进展及述评,《科研管理》(CSSCI）2017(38)(专刊).

11.高校科研活动中的不端行为及对策研究，《中国科学基金》(CSSCI)2015(1).

12.中国专利激增动因及创新力研究，《科学学研究》(CSSCI)2013(10)；《新华文摘》2014(1)摘转.

13.China's Way toward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Suzhou-Silicon Valley-Beij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onfer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iasporas in a Global Era（SIIC 2013）, pp213-218, Suzhou，2013.7.8-7.9.

14.通信标准后发国的标准创新与竞争启示——基于日本韩国通信标准化及创新模式比较，《创新政策与管理》（人大复印资料）2013(3).

15.全球创新竞争下的中国专利激增：企业战略视角的思考，《情报杂志》(CSSCI)，2013(8).

16.通信标准后发国的标准创新与竞争启示——基于日本韩国通信标准化及创新模式比较，《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3).

17.专利海盗的类型、特征及其应对——基于技术创新专利化的价值链视角，《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2).

18.企业专利战略理论及应用研究综述，《情报杂志》(CSSCI) 2012(5).

19.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通信标准化战略研究：基于TD-SCDMA与WAPI标准的比较，《现代管理科学》2012(4).

20.美国专利法改革中的专利申请与审查变化，《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

21.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通信标准化战略研究——以TD-SCDMA标准为实证，《科学学研究》(CSSCI)2011(1).

22.Standardisa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TD-SCDMA Standard as a Ca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SSCI&SCIE)，2010, 51(2-4).

23.Understand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ngzhou, pp.3341-3344, 2010.12.4-6.

24.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实证研究——以专利情报为视角，《情报学报》(CSSCI) 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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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欧盟视野下的移动通信产业标准与专利战略——以GSM和UMTS标准中的企业战略为实证，《知识产权》2007(1).

26.基于专利开放的IBM专利战略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CSSCI) 2006(10).

（二）主编（2部）
《知识产权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知识产权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副主编）。

（三）参撰（5部）
《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中国社科出版社2020/2019/2018/2017/2016年版。

五、代表性科研课题

1.浙江省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提升与推进机制：基于“三链”深度融合（2021C25017），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

2.对标“珠三角、长三角”政策举措，加快推进浙江省5G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20ZK86YB），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

3.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机理与路径研究（19ZDA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负责人；

4.浙江省专利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政策研究（2019C25039），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

5.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国际赶超战略及推进机制研究（17BGL22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6.“浙江标准”引领下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及实施路径研究（2018C35030），浙江省软科学项目；

7.基于专利合作竞争网络的企业专利战略决策机制研究（15YJA63009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基金）；

8.基于竞争与合作的区域专利创新战略研究（20150834M50），杭州市软科学专项；

9.专利战略导向的ICT产业标准创新：机制、路径及能力构建（10YJC63036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基金）；

10.创新竞争、专利竞赛及专利诉讼战的互动机理及企业战略能力演化——基于浙江优势产业（BSH1302091），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博士

后择优资助项目；

11.浙江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研究——以知识产权服务产业链为视角（2011C35053），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六、荣誉奖励

2013年入选全国专利信息师资人才；2010年获得校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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