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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版权保护，是新闻出版业得以繁荣发展的前提，新闻出版业是版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内容消费便捷的同时，也使侵权盗版变得更加容

易。如果任由侵权盗版恣意横行，版权产业链将难以正常运转，内容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将

会下降，经济效益将无法保障，社会效益也将无从实现。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版权产业的发展，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政府主管部门不断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并通过实施 “项目带动战略”，加

强相关技术研发与应用，全面应对信息技术给版权产业带来的冲击。

早在十年前，原新闻出版总署就提出四项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的建设目标，由国家

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提供数字化生产系统，由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 （简称 “版权

工程”）提供版权保护与运营的技术保障，由中华字库工程提供用字保障，由国家知识资

源数据库工程提供出版业向知识服务转型升级的全面支撑。四大工程先后列入国家 “十一

五”与 “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陆续启动。

版权工程２００７年６月启动可行性论证，２０１０年１月获准立项，２０１１年７月正式启动，

共１８个分包、２６项课题，建设内容涵盖标准研制、技术研究、系统开发、平台搭建、总
体集成、应用示范等多个方面，参与工程研发、集成、管理任务的单位２４家。工程总目
标是：探索数字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机制，为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提供政府主导的第三方公

共服务平台，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供一整套数字版权保护技术解决方案。

在总局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领导小

组办公室积极推进，总体组、工程管控、总集、标准、监理以及各技术研发单位、应用示

范单位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版权工程预定任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一是完成了工程的总体目标，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按照总体设计方案，版权工程研

究制定了四类２５项工程标准与接口规范，形成了一套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标准体系，在此
基础上，突破传统版权保护技术手段，研发并形成了内容分段控制技术、多硬件绑定技

术、富媒体保护技术、数字水印嵌入技术、媒体指纹提取技术、可信交易计数技术等版权

保护核心支撑技术；针对移动出版、互联网出版、出版单位自主发行等业务模式，开发了

五类版权保护应用系统，完成了五类数字版权保护技术集成应用示范；搭建了数字内容注

册与管理、版权保护可信交易数据管理、网络侵权追踪三个公共服务子平台；经过整理与

集成，最终形成了综合性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管理与服务平台。

二是获得多项知识产权，形成一系列相关成果。在技术研发过程中，版权工程共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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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４１项 （其中５项已授权），登记软件著作权６２件，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论文４２

篇。同时，为了解全球范围内相关领域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版权

工程管控包委托第三方知识产权机构开展了专利检索分析、知识产权规避设计、专利池建

设建议方案编制等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知识产权相关成果。

三是积累了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管理的经验。版权工程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开展的第

一个国家重大工程。在此之前，我们对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管理缺乏经验，在工程的实施过

程中，我们一边探索工程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一边组织工程的研发。通过工程的实

施，我们形成了一套比较可行的工程管理体系，形成了包括财务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

理等一批工程管理制度，积累了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管理的经验。

在版权工程全面完工之际，及时总结工程项目管理经验，认真梳理工程创新成果，并

加以展现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版权工程总体组在总局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领导小

组指导和支持下，对工程标准、已发表论文、专利检索分析成果物进行梳理，对工程过程

管理内容与质量控制举措等进行总结，形成系列丛书并予以出版。

版权工程时间跨度较长，参与单位较多，人员变动较大，相关成果物本身专业性、技

术性非常强，整理、汇编起来非常不易；再加上丛书编写人员时间、精力有限，该套丛书

在材料选取、内容校正、综合分析等方面肯定会存在不足。但瑕不掩瑜，本套丛书的出

版，无疑可以为新闻出版行业类似项目的开展以及数字版权保护技术领域相关研究提供重

要的经验借鉴和资料参考。

期望新闻出版行业以及社会各界以本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更加关注数字版权保护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共同推动版权工程成果的落地转化，利用高新技术手段，破解版权保护

难题，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

２



出版说明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 （简称版权工程）是列入国家 “十一五”与 “十二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科技专项，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重大科技项目

之一，是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发展、构建新兴业态的重要保障。在总局重

大科技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总局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积极推

进，总体组、工程管控、总集、标准、监理以及各分包研发单位、应用示范单位通力协

作，攻坚克难，共同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日，版权工程召开整体验收会并顺利通过专家验收，验收专家对工程
成果及工程管理和工程研发各方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版权工程立项定位明确，管理思

路清晰，工作过程扎实，成果效果显著。

作为总局率先完成的新闻出版重大科技项目，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除向行业及

社会提供一套技术成果外，还将研发过程中产生的研究论文、专利检索分析报告、工程标

准以及过程管理文档等汇编成书，供业界参考。这本身也是工程取得的另一形式的成果。

本套丛书共四部、七册，基本情况如下：

１．《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在介绍工程基本情况基础上，

重点介绍了工程过程管理、质量控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以及知识产权管理、软件测评管

理等专项管理的 “软技能”。此外，还有工程项目管理各阶段文档编写的要求 （附模板）

以及工程研发成果简要情况；

２．《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论文选辑》：在工程研发过程中，各分包在中外媒体
上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４２篇。综合考虑论文质量及作者意愿，总体组分为 “安全技术研

究”、“相关算法研究”、“其他相关研究”三辑，选编了２８篇论文成果结集出版；
３．《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专利检索与分析》：以第三方知识产权公司专利检索

分析成果为基础，从工程７２个技术检索主题中选取了５５个技术检索主题进行重点介绍。

这些技术主题涉及 “多硬件环境相关技术”、 “加密认证相关技术”、 “数字水印相关技

术”、“内容比对相关技术”、“内容访问控制相关技术”、“其他相关技术”等六大方面。

由于篇幅较大，分为上、下两册出版；

４．《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标准汇编》：以工程研究制定的标准成果为基础，系
统介绍了工程管理类标准、基础类标准、数据类标准以及工程接口协议类标准等四类２６

项标准。由于篇幅较大，分为上、中、下三册出版。

丛书出版是工程成果转化的形式之一。版权工程既定的研究建设任务虽已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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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续推广应用工作才刚刚开始。只有工程成果得到广泛应用，众多工程参与者的付出才

得到切实回报，工程成果的价值才能得以真正显现。此刻我们所要吹响的绝非船到码头车

到站的 “熄灯号”，而是动员各有关方面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 “集结号”。

让我们继续努力，共同推动版权工程成果的落地转化，为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提供有力支撑，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张毅君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

２



前　言

专利，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包含了世界科技信息的９０％～９５％。各国专利法
均规定，专利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发布专利公报，向社会公开专利申请的相关内容。专利文

献已成为各国最新、最全的技术情报来源。因此，专利文献的检索与分析是了解相关技术

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最便捷途径。

此外，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实行专利授权的先申请原则，即，两个以上申请人

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时，专利权只授予最先申请的人。专利权一旦授予，除非

法律另有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

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

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因此，专利文献的检索与分

析还是识别专利风险、确定研发方向、确定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 （简称版权工程）是列入国家 “十一五”与 “十二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科技专项，是总局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之一。在工程

开展过程中，为了解全球范围内相关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在总局

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部署下，版权工程总体组对工程所涉及的相

关技术开展了专利检索与分析工作，以减少研发风险，提高工程创新起点，选择技术研发

的准确方向，有效配置技术创新资源。

２０１４年，版权工程总体组牵头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通过公开招标程序，确定北京
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为受托单位，开展专利检索分析、知识产权规避设计等相关

工作。

两年多以来，集佳公司共组织６０多位知识产权律师、代理人、咨询师以及相关技术
专家，在对工程项目承担单位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７２个技术检索主题，在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Ｏ）、欧洲专利局 （ＥＰ）以及中国 （ＣＮ）、美国 （ＵＳ）、日本 （ＪＰ）、

韩国 （ＫＲ）等 “九国两组织”相关专利管理机构提供的专利文献范围内，对１９９４年至
２０１４年的３０余万条专利数据进行了处理分析。经过项目组成员的辛勤努力，以及业内相
关技术专家、知识产权专家的指导与把关，最终以工程分包为单元，形成了一批专利检索

分析报告，为版权工程研发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参考和支撑。

在工程全面完工之际，为展现工程创新成果，方便业界了解相关技术的发展情况和发

展趋势，特以技术检索主题为单元，将这批专利检索分析报告整理成册，公开出版，旨在

与业界分享和交流，为相关单位及个人今后在相应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提供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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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篇幅限制，本书一是将各分包报告都有的专利检索基础与分析方法放在第一章集中

介绍；二是在检索的全部技术主题中选取了５５个主题进行重点介绍。根据技术检索主题
的相关性，梳理出 “多硬件环境相关技术”、 “加密认证相关技术”、 “数字水印相关技

术”、“内容比对相关技术”、“内容访问控制相关技术”、“其他相关技术”６个大类，每
个大类一章，每个技术检索主题一节，每节均按 “检索—分析—总结”的统一体例予以呈

现。最后，本书以 “结语”形式对相关技术专利的主要申请国、主要申请人、主要研究者

等进行了简要总结。

需要说明的是，受专利文献数据的采用范围和专利分析工具的客观限制，加上项目组

人员以及本书编者精力水平有限等原因，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相关数据、结论仅供

参考。

愿以本书为起点，引起更多业内同仁对发挥知识产权战略价值的重视，不断提高新闻

出版业对专利文献检索与分析的能力，以此提升宏观战略的决策水平。

冯宏声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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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本书以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管控包专利检索分析工作成果为基础，对于１９９４

年以来工程各分包所涉及的５５个技术检索主题，在全球主要国家和相关组织 （“九国两组

织”）范围内的专利文献进行检索并作相应分析。本书重在展现专利检索分析结果，受篇

幅所限，也为保证内容的通俗易懂，专利检索基础、专利分析基础和方法在第一章作统一

介绍，后文在每一项技术主题的专利检索分析中不再逐一赘述。

第一节　专利检索基础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管控包专利检索涵盖了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３１日前后在 “九国两组织”所申请专利的所有官方数据，数据来源以汤森德温特数据库

为主，部分来源于律商、ＣＮＩＰＲ数据库。

一、检索流程

（一）专利检索准备

检索前准备是专利检索程序后续各步骤的基础，主要包括确认检索需求、进行技术和

法律调研、选择专利检索数据库等。

１需求确认
在检索前的准备工作中，需要深入地与工程项目单位进行沟通以便了解检索需求。在

初步了解检索需求后，通常还需要对相关需求的背景以及目的进行细化和解析，以便选择

相应的检索类型。

２技术调研
技术调研的方式通常包括与工程项目单位进行书面或者口头的技术沟通，以及阅读相

关技术文献。技术调研的范围主要包括相关技术的技术领域、技术现状、技术发展、技术

方案。技术调研的目的在于将检索事项划分为多个适于检索、分析的技术主题，为制定检

索策略做准备。

３专利检索数据库选择
选择检索数据库应考虑检索的类型、检索的时间范围和区域范围等因素。专利检索数

据库的选择体现在区域国别、申请／授权、有效／失效、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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