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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改变中国

2008年，大川刚刚大学毕业，和大家一样，看电影用电驴下载，听
音乐用千千静听，没觉得看盗版电影、听盗版音乐有什么不妥之处。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什么专利，什么版权，在当时听起来都挺唬人
的。但是很快，这个观念被打破。

2008年，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
国家，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也正是这一年，我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应运而生。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让创新产生价值。通过专利制度，国家用法律保障人们在一定年限
内对其公开的创新成果独占收益。这样既可以使市场回馈创造者，也可
使未来的创新者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彼时，全国300多位顶尖的知识产权专家参与研究，国务院前后两
任副总理领导，三位副秘书长先后协助，33个部门和单位参加工作，仅
前期研究就形成了20个专题报告。50多位专家参与起草，最终确定了以
促进自主创新、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为主题的战略纲要，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

大环境的改变无不例外地会反映到个体命运上。大川回忆道：“不论
是本科毕业后做的实体产品设计研发，还是读研期间做的互联网产品，
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专利、商标、版权等，尤其是那会儿，这方面的专
业人才还不多，便由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大包大揽去了。”

最开始，大川他们只是在各个国家的专利局网站上做一些简单的检
索，后来在与一群博士、硕士、教授的接触中，“不能侵权”的意识逐渐
深入他的内心。

与此相对应的是，有人紧握时代脉搏，迈上了知识产权成才路。随
着“知识产权”四个字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知识产权事业越来越
凸显其重要性，无论实务人才还是理论人才，高层次人才还是专业技术
人才，全社会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量都非常大，诸如执业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外审员、知识产权管理咨询等新职业都是在这10年里如雨后春
笋般冒出来的。

2015年，结束在外打拼的大川回到家乡宁波，思忖着做什么好的时
候，他看到了蕴藏在知识产权的巨大机会，成为了一名知识产权体系外
审员。很多人都问过他，从产品策划、设计研发转到知识产权，这行业
跨得是不是有些大了？

可他是这么回应的：“设计不仅仅是画图，更是对用户的思考，对市
场的洞察；研发不单单是天马行空，也要看看别人有没有珠玉在前。也
就是说，之前做的林林总总事情，抽丝剥茧后理出来的其实就是知识产
权这一件事。”

十年改变人生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深刻改变了中国企业的面貌，
知识产权强企必须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途径。

于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制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颁布的《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于2013年3月1日起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国家标准。

而像大川这样的外审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受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机构的委托，去企业实地核查其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的建构和实施，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对自己的无形资产管理
得更为有效，一旦企业面临上市或者被收购，这样的外审是
百利而无一害的。

大川眼中的外审员工作更为通俗易懂些：“无非就是给企
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挑毛病’‘找漏洞’，难就难在‘毛
病’挑得心悦诚服，‘漏洞’找得准确无误。企业每年花大笔
钱在知识产权上，可这些无形资产重要在哪？——外审工作
其实就是让老板们心里有谱。”

两年多时间里，大川审核了200多家企业，最开始，有
不少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最
后，体系的导入理顺了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思路，这是
好事。”

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第七章“保密”一小节为
例，企业应明确涉密人员，明确可能造成知识产权流失的设
备，明确涉密信息，明确涉密区域。实际操作中，有部分企
业便运用了自动化、智能化方案来解决。比如刷工牌管理涉
密区域，走OA系统保管涉密信息等。

但往往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条件实施信息化的管理模式
和水平，这时体系的运行压力便落在人员的身上，某种程度
上，这样的做法会造成流程的繁琐。

如此一来，知识产权管理咨询的职业便在市场的需求中
诞生了，曾经一起和他审核的小伙伴纷纷转行到咨询工作，
试图为企业提供一个适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落地方案。
这过程里，他也越来越感觉到，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管理的迫
切和对知识产权人才的渴求。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知识
产权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执业专利代理人超过1.7万人，
这远远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就像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人的“经济基因”一样，2008年出
台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无疑是激活了中国人的“创新基
因”。

2008年到2018年，短短10年间，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07年的9.6万件增长到2017年的135.6万
件，居世界第三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从2007年5455件增长
到2017年5.1万件，跃居全球第二；有效注册商标量从2007年的
235.3万增长至2017年的1492万件，排名世界第一。

事实上，这10年，往大了看是国家创新面貌的跃迁，往小了
看，是每个个体在习惯、思维上的改变。正如现在从事着知识产权
相关工作的大川，10年前压根还无法说清楚“知识产权”为何物。

记者 王心怡

年

写“产品经理”这行的时候，采访对象说
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在一次又一次
和客户、开发、设计、测试、销售、运营打交
道的过程中，她深切体悟到了什么是“做了产
品经理，管谁都叫哥”，而今天这篇文章的主
角正是产品经理口中的“大哥”——软件测试
工程师。

事实上，“大哥”也有“大哥”的苦和乐。

开发
成为“程序员”“工程师”或是“码农”的人

生路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从小就泡在计算机、
编程世界里，一骑绝尘而去的“别人家的孩子”；
另一种是数学成绩还好点，其他科目只能望他人
项背的“自己家的孩子”。

俞森大体上属于后者。大学专业选了“信息
与计算科学”的原因也很简单——数学全班前几
的成绩还不算赖，以及“信息与计算科学”这一
什么都挨点边的专业名称让他觉得“找工作好找
一些。”

听起来，信息与计算科学不就是妥妥地奔着
程序员去的么，可由于这个专业被归到了数学大
类下面，他们学的也大多是高等代数、数学分
析、微积分、建模等，与编程和算法仅仅打了个
擦边球。

所以，俞森毕业后进入一家科技公司做PHP
后端开发，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连最基础的写代
码、调试代码都不会，“好在网上都有教程和资
料，只要理顺了逻辑思维的方式，从零开始学也
不是难事。”

软件应用程序就像冰山一样，用户看到的只
是应用程序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应用程
序的最大部分他们是看不到的，也就是所谓的

“后端”。在大多数应用中，非用户接口代码比用
户接口代码多得多，复杂系统是在后台发生的各
种使其工作的逻辑、存储和检索数据，遵循业务
逻辑和规则，并且对结果进行预测……所有这一
切都发生在幕后，由后端开发工程师完成。

比如一个登陆页面，前端开发工程师只要做
好静态页面部分，但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登
录系统需要连接数据库，这就需要后端开发工程
师做其中的逻辑处理了。

刚开始，他对程序员依旧抱有的是我们惯常
见到的刻板印象——苦逼、加班多、工资高、过
劳死，这些印象有的来自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有
的来自于身边从业者的吐槽，“坦白说，对这个工
作，初期谈不上有多喜欢，却也不反感。”

真正喜欢上这一行，是在于他探索到了其中
的乐趣，“无论我如何破沫横飞地向你形容一位程
序员敲代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想你都不
会与热血、震撼联系起来。但这是创造事物的纯
粹快乐。”

纯粹在于，他们潜下心来解决问题，持续学
习，开发对别人有用的东西，最终抵达成就感的
过程。

测试
如果不是一个机缘巧合，俞森大概率地会在开发工程师的领

域继续深耕下去，“由于公司开发出来的APP需要测试人员，测
试这个APP是否能兼容各种品牌、型号的手机，测试这个APP有
没有Bug，我就从开发转到了测试上。”

软件测试工程师需理解产品的功能要求，并对其进行测试，
检查软件有没有缺陷（Bug），测试软件是否具有稳定性、安全
性、易操作性等性能，并撰写相应的测试规范和测试用例。简而
言之，软件测试工程师在一家软件企业中担当的是“质量管理”
角色，及时发现软件问题并及时督促更正，确保产品的正常运
作。说得更简单些，他们的工作是找Bug，但他们做的其实远远
不限于找Bug。

俞森坦言，往往企业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对软件开发工程师
的技术要求总比软件测试工程师高，但这并不代表软件测试是个
可有可无的职业，也不代表技术水平高低是评判一个软件测试工
程师好坏的唯一标准。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干了一段测试工作后又返回去做开发
工作的工程师，俞森也见过不少。开发是顺向思维，而软件测试
是逆向思维，总要找一些稀奇古怪的方法、场景去操作软件，软
件的使用者千差万别，软件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现象也各不
相同。

所以，软件测试工程师更需要具有一些逆向思维的能力，想
别人所不想，测别人所不测，这样才可以找到更多软件中深层次
的Bug。朋友们经常见到俞森怀里揣着好几只手机，不停地换着
场合，一遍遍地刷APP。

软件测试行业有道比较经典的面试题——“这是一个杯子，
主要用来喝水的，它的质量应该如何考量？”

首先，这个杯子的质量包含哪些方面？即通常所说的需求是
什么？如显性需求，首先应该是杯子，不是瓶子、罐子等，用途
是喝水的；隐性需求呢？那就比较笼统了，如大小、高度、容
积、制作材料、温度承受范围，还有一些其他细节如颜色、边角
圆滑等。

知道需求后，下一步就是如何去准确获取、表现这些需求，
比如用尺子测量杯子直径，用温度计测量水温等。

上面这个场景被放在软件测试上，就是要求像俞森他们这样
的工程师在测试设计、执行之前必须清晰了解原始需求（显性、
隐性需求），作出对应的测试方案——需要执行哪些类型测试，要
用到什么测试工具等。

记者 王心怡

Bug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