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专利审查员，如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份工作仍坚守在知识产

权领域，我很自豪一辈子献身于知识产权事业。”谈及事业，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诸敏刚言语间充满感慨和热忱。

知识产权出版社，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8月的专利文献出版社，是中国专利局最

早设立的部门之一、我国专利文献的法定出版单位。1999年，专利文献出版社更名为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12月完成公司化转制，成立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更迭变迁，恰与我国知识产权（专利）领域市场环境的变革休

戚相关。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正式实施；

1992年，第一批中国专利文献CD-ROM光盘在专利文献出版社开发成功，标志着中

国专利文献的出版迈入电子化时代。

现在回看，1985年《专利法》实施当年仅有8000多件专利申请，而2018年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种类型共计432.3万件专利申请，我国知识产权行业的发

展速度不言而喻。

如今，知识产权出版社不仅以纸件、CD-ROM光盘和国际互联网三种载体向18

个国家和国内各地出版发行专利文献，每年还出版近800种图书，出版《中国发明与

专利》期刊，在知识产权、法律、建筑方面的图书已经形成规模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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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诸敏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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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技术是贯穿知识产权出

版社各类产品的核心所在，这一系列产

品和成果，正源自知识产权出版社长期

不懈对技术和人才的持续投入。作为

一家典型的技术驱动型企业，知识产权

出版社对技术的投入和态度非常鲜

明——2018年投入了1700多万元用于

技术研发，今年这个数据会超过 2000

万元。

据诸敏刚介绍，全社及下属单位974

名员工中，IT团队多达320人，占到员工

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远超数据加工团队

的200人和编辑团队的200人。在人才

结构方面，博士研究生24人，硕士研究生

236人，留学归国25人；18人拥有正高职

称，75人拥有副高职称，具备中级职称的

员工多达236人。可以说，技术和人才团

队为知识产权出版社在自身领域保持长

久领先提供了巨大支撑。

2018年，来自知识产权服务相关业

务的收入在5.29亿元总营收中占比高

达 50%，图书出版业务仅占公司总营收的 20%左

右。知识产权出版社已经实现了从图书出版商向

知识产权全产业链服务商的转型。

在转型过程中，知识产权出版社聚集了符合社

会和行业需求的大数据。以大数据为基础，该社于

2016年研发了“中国知识产权大数据与智慧服务系

统（DI Inspiro）”，涵盖国内外专利、商标、版权、地理

标志、裁判文书、标准、科技期刊、集成电路图、植物

新品种共9类知识产权数据资源。

截至2019年6月底，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数据总

量已超278TB，数据资源种类达257种，数据量超5

亿条，包括专利数据资源184种、非专利数据资源

73种。

正如诸敏刚所说：“数据是知识产权服务的源

头，我们根据数据特点和企业需求，对数据进行加工、

分类，然后导入数据库中，并搭建起激活数据的桥梁

——检索，检索服务同时也成为数据资源的一个主

要变现出口。”目前，知识产权出版社在行业全产业链

中可提供的服务包括源头数据、数据挖掘、数据检索，

以及机器翻译、现场执法工具等。此外，还定期举办

行业会议、提供高端咨询服务。

以刚刚结束的第 10 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为

例，参会人员超过1.3万人，门票售罄后高价票炒到

1000元一张，给举办地杭州市拉动了2000万元以

上的GDP。年会不仅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地方

知识产权局和相关企业、代理机构的认可，对国际、

国内知识产权行业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外，知识产权出版社积极布局多元化产业，

下属独资子公司有 14 家，参股公司达 15 家，涵盖

技术产品运营、数据运营产品、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多个领域。参股公司北京中知文化创意发展有限

公司，便是前文介绍的《我也会发明》数字动画项

目的出品方，该公司由南大苏富特与知识产权出

版社、国泰君安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主要

致力于“我也会发明”系列动漫等文化创新产业的

发展。

2016年，知识产权出版社与中地数媒（北京）科

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大地出版社子公司）等联合投

资成立的北京中地睿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是出

版行业知识服务的领军企业，连续举办3年的中国

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成为行业风向标和探索者。

可以说，知识产权出版社在彰显行业价值的同

时，很好地实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对知识产权出版社布局“提高知识

产权运用水平”“提升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水平”“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大

数据在审查工作中的应用”三个方

面重点产品和项目的工作要求。

“知识产权出版社必须紧跟时

代步伐和前沿技术，努力打造自有

品牌，不愧于知识产权服务领域的

‘国家队’。”诸敏刚对此信心满满。

知识产权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化属性较强的出版

机构，图书出版主要侧重于知识产权普及和教育提

升。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无论是2015年以来快速发

展的IP（知识产权）产业，还是蓬勃而生的短视频、音

频等新媒介形态，都给知识产权出版社肩负的历史使

命赋予了更多时代内涵。

如今，知识产权出版社在出版《中国知识产权四

十年》、《专利法审查指南》、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系列用书等面向行业和从业人员的专业图书同时，也

在探索以《我也会发明》《知识产权基本知识》为代表

的大众科普图书。

学术期刊出版方面，《中国发明与专利》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主管、中国发明协会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共同主办，创刊于 2004 年 1 月。2014 年 11

月，该刊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为第一批学

术期刊，2015年9月被评为“百强报刊”。

图书方面，《专利法审查指南》是知识出版社的代

表图书，不仅销量大，而且常改常新——每一次修改

《专利法》，该书就要随之进行修改，它的每次改版都

是行业风向标。

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系列用书也是知识产

权出版社销量领先的图书品种。诸敏刚本人作为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师培训班的优秀培训教师，在

任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之前，曾连

续 5 年作为专利代理行业考试的命题总负责人。因

此，该书一贯以兼具专业性与前瞻性、考题难易结合、

符合考情考点而广受业内认可。

“用一本书影响一批孩子，进而推动民族科技发

展。”专业出版之余，诸敏刚和知识产权出版社将目光

瞄准了那些未来的“潜力股”。

2018年4月26日，由知识产权出版社策划出版、

作家郑渊洁作序的“我也会发明”系列小说第一辑在

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正式发行。该书以“遇到

问题—受到启发—解决问题”为基本框架，集科学性、

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身，寓教于乐，通过100个

讲述发明创造的精彩故事，启发青少年的发明创造思

维，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和科技创新水平。今年，该书已出版第二辑，累计发

行量达5.5万册。

《我也会发明》第一辑发行后便吸引了国泰君安

和华映星球等公司的关注，他们看中了这部作品的开

发潜力。据诸敏刚介绍，华映星球将根据图书内容制

作104集动画片，预计2020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少儿

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一方面，华映星球作为专业动漫

生产公司具有强大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这个题材

在国内尚属首创。“过去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内容有些

过于深奥，不足以对少年儿童产生普及效果和启发作

用，也就无从帮助他们养成善于思考、解决生活中实

际问题的能力。”《我也会发明》第一辑发行后，陕西省

知识产权局一次性购买1.7万册，无锡、苏州、烟台、青

岛等地也争相购买。

现在“我也会发明”这 5 个字正逐渐成为 IP。比

如苏州市在小学范围内举办“我也会发明竞赛”，收

集到1000多个故事。“我们从中挑出8~16个故事集结

成书，入选故事后续也将被改编为动漫。此举给家

长、学校、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期待——这些孩子将

来可能会成为祖国科研的生力军。”

在诸敏刚看来，这个产品的意义在于知识产权出

版社从专业出版领域跨界大众出版领域，作为知识产

权出版社第一个童书产品，这本书有望在市场上产生

重大影响。“我们预计动漫播出后图书销量将会直线

上升，很有可能为我社图书销售冠军。”

这种变化勾起了诸敏刚对职业生涯初期的回

忆。2001年，作为专利审查员的他，自发带领一个几

人的小团队，利用掌握的专利信息知识调研青藏铁路

冻土路基，并给出总结建议。2002年8月、10月的两期

《中国知识产权报》报道了诸敏刚的事迹。“我们主动

根据国家建设需求，在业余时间做了这个科研课题。

利用大数据分析信息，把涉及这一类型的技术数据全

部筛选出来，对几千个结果进行梳理、比对、分析，筛

选出适用于中国高原冻土路基建设的专利技术，并提

出总结建议。”

如今，这种分析利用专利信息数据后产生应用价

值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出版社已经驾轻就熟，甚至

运用这一能力为企业走向海外保驾护航。

在“走出去”方面，知识产权出版社以数据和技术

能力服务意、法、英、美、日、韩等大量海外客户。2018

年仅海外数据服务业务就带来3000多万元营收。“把

中国专利信息传输出去，也让国外专利信息服务国内

市场。”在诸敏刚看来，知识产权出版社扮演着全球信

息提供商的角色。

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影响力和口碑提升的同时，

不少海外媒体机构慕名寻求合作，2018年，知识产权

出版社成为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杂志全

球唯一战略合作伙伴，足以彰显实力。

建社 39 年来，知识产权出版社始终是知识产权

领域的先行者和风向标，也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新闻出版署等主管部门的认可。先后获得中国

科协颁发的“中国专利信息化建设与服务产学研示范

基地示范基地”称号、北京市科委颁发的“科技服务

促进专项支持标杆机构”称号，还成为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研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分

平台。

作为领军人，诸敏刚先后获得2016年度知识产权

（专利）领域十大影响力人物、2018~2019年度数字出

版影响力人物等重量级奖项和称号。

技术驱动助出版社腾飞
知识产权行业看似是一个很细分很专业的领域，但其延伸空间很广阔。“所有科研技术都可以纳

入到知识产权范畴，从我国1.3万多名专利审查员手中通过的专利技术，足以覆盖国民经济生产中的

所有技术领域。”从这个角度看，诸敏刚和他领导的知识产权出版社处在一片广阔的“蓝海”中。

2015年，诸敏刚到任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4年来知识产权出版社在知识产权服务领域里越

来越风生水起。

“自信”“自豪”，这是采访中诸敏刚使用最多的词

汇。谈起“中知编校”“科专笑飞”“知识产权出版社智

能专利检索系统”“专利通（执法版）”等知识产权出版

社自主研发的产品，诸敏刚如数家珍。

“我们很自豪，一个小团队，仅用很小的投入，实现

了这样的成果。”说的正是知识产权出版社自主研发的

人工智能专利文献机器翻译系统“科专笑飞”。该系统

是集英、日、韩、法等多语种与中文双向全自动机器翻译

和人机交互的计算机辅助系统，如今正被高校学生用于

撰写专业科技论文，被专业技术人员用于阅读国外专利

文献，也被专利代理机构用于文献翻译。

据了解，“科专笑飞”项目启动于2005年，起初项

目团队仅有12个人，经过14年攻关研发而来。“我社作

为专利文献信息的传播者，有义务担当起这份使命。”

诸敏刚并不讳言项目初期技术水平较低，远不如谷

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但全社高度重视，经过多番对

研发和运营的综合调整，2018年年底，迭代后的“科专

笑飞”系统BLEU值（机器翻译精准度指标）超过谷歌、

百度。

今年4月26日，“科专笑飞”系统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正式发布。迭代中的“科专笑飞”与百度、腾讯、谷

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同类产品相比毫不逊色。在诸敏

刚规划中，未来2~3年内“科专笑飞”将占领国内市场，

并逐渐把国际公司挤出中国。“将来这套系统会植入

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审查系统中，将给专利审查

员提供巨大便利。”据悉，“科专笑飞”已申请7项专利，

就像诸敏刚所说，“保护知识产权从自身做起。”

“中知编校”是知识产权出版社今年8月刚刚发布

的智能编校排系统，旨在建立一套集著作权保护、智

能化编校排、图书出版、印刷服务、版权管理运营于一

体的数字化传播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在诸敏刚的最

新规划中，该系统未来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版权数据

库，与DI大数据系统相结合，真正成为国家知识产权

大数据平台。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产品还有“知识产权出

版社智能专利检索系统”。该系统聚焦专利审查业务

的检索需求与特点，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等

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对专利文本内容进行解析，检出

与搜索内容最为相似的对比文件并提供辅助判断。

“这套系统可以大幅度节省审查员的检索时间、

提高审查效率。”诸敏刚介绍说，

使用该系统后，审查员在“理解发

明”“专利检索”“通知书环节”等

应用上可分别节省 19%、52%和

29%的时间。

此外，知识产权出版社还研发

了“专利价值评价系统”“知企查”

“原创认证保护平台”等几十个服务

知识产权行业各环节的产品。

与时代和行业同行
伴随着我国从交换纸件专利信息，到交换磁带、缩微胶片、光盘专利信息，再到如今网络交换专利

信息的历史进程，知识产权出版社一直是最先感知变革、最快响应变革的行业急行军。当下，我国知

识产权行业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知识产权出版社在力求为行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也谋求为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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