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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國大陸出版回顧
張志強 ◎ 南京大學出版科學研究所所長

同往年一樣，2007年雖然平淡，但仍留下了值得記憶的地方。

◆	 實施「農家書屋」，鼓勵出版原創

針對農民「買書難、借書難、看書難」的情況，中國大陸開始大力實施「農家書屋」工

程。3月 13 日，新聞出版總署、中央文明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個部委正式印發《農家書屋

工程實施意見》，從 2007 年開始在全國實施「農家書屋」工程。3 月，溫家寶總理代表國務院

在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將惠及 9 億多農民的農家書屋工程正式寫進

了政府工作報告。7 月，新聞出版總署制定了「十一五」大陸全國「農家書屋」總體規劃。8 月 

27 日，新聞出版總署召開了「農家書屋」工程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標誌著新聞出版總

署「農家書屋」工程建設進入全面實施階段。農村書屋工程的提出，對普及農村的科學文化知

識、提高廣大農民的素質具有深遠的影響。

為鼓勵多出版原創性作品、提高大陸出版的競爭力，2006 年，新聞出版總署啟動了「三個

一百」原創圖書工程，在人文社科類、自然科技類、文藝與少兒類中各選出100種原創圖書進

行表彰。3 月，新聞出版總署結束了大陸全國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評選的初評工作，共

有369 種圖書、59 種選題從 385 家出版單位報送的 1101 種圖書、406 種選題中脫穎而出。7 月，

「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辦公室最終評審出 167 家出版單位的 254 種圖書。新聞出版總署為

此專門召開了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的經驗交流會。正如鄔書林副署長在該經驗交流

會上所說的：「加強原創出版工作，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的必然要求」；「加強原創出版工

作，是培育出版核心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加強原創出版工作，是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進

一步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徑」。「三個一百」原創工程的推出，將有助於我國出版業的

發展。

◆	 再提出版品質，奉獻優質食糧

對有一定資歷的出版人而言，十幾年前社會上「無錯不成書」、「百有一錯是好書」的調

侃大概還記憶猶新。隨著大陸出版的不斷進步，進一步提高圖書品質再次成為出版界的共識。

1 月 29 日，在 2007 年大陸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上，新聞出版總署提出把 2007 年作為「出版物

品質管制年」，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 36 家出版單位及網站聯

合發出《致全國編輯工作者的倡議書》，倡議「確保編輯產品品質，奉獻優質精神食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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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國新聞出版網聯合新浪網讀書頻道開展的讀者調查顯示：84.62％ 的被調查者不贊同 「無

錯不成書」的說法，超過 80％ 的被調查者在意包括差錯在內的圖書品質問題，五成多的被調查

者因圖書品質而懷疑物非所值。這從讀者的角度為一些求多求快的出版人敲響了要繼續重視品

質的警鐘。隨後的一系列檢查，也再次為不合格者敲響了警鐘。3 月 14 日，全國中小學教材印

裝品質檢查活動領導小組公佈了《「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期間中國中小學教材裝印品質檢

查活動情況報告》，稱今年春季中小學教材合格率為 99.41％。雖然絕大部分合格，但那些使用

了 0.6％ 的不合格教材的中小學學生的權益依然受到了損害。

除圖書外，期刊、光碟等品質問題也受到了重視。3 月，鑑於目前期刊出版中存在的程度

不同的規範不一現象，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對大陸 9000 多種期刊進行全面的出版規範檢查，這

也是新聞出版總署成立 20 年來首次對大陸全國期刊進行全面的出版規範檢查。8 月 14 日，新聞

出版總署「2007 年光碟複製品質檢查檢測活動」在全國印刷複製管理工作會議上正式啟動，該

活動成為總署「出版物品質管制年」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8 月 16 日，中國期刊協會發出《關

於開展期刊編校無差錯承諾活動的倡議》。出版物品質管制年的提出，對淨化出版空間，為讀

者提供健康、高品質的精神食糧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在加強品質監管的同時，對優秀出版物給予獎勵也是提高出版物質量的方式之一。8 月，

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評選工作在北京啟動。10 月，經過各有關單位和部門的初選，共有 60 種圖

書榮獲圖書獎；20 種音像電子網路出版物榮獲音像電子網路獎；10 家印刷複製單位榮獲印刷複

製獎；10 種出版物榮獲裝幀設計獎；有50家出版單位榮獲先進出版單位獎；50 名出版工作者榮

獲優秀出版人物獎。中國出版政府獎的評選，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了出版物質量的提高。

◆	 版權保護力度繼續加大，自我權益保護受到重視

版權是現代社會的基石之一。然而在數字時代，版權保護的難度更大。雖然以美國為首

的西方國家動輒以大陸版權保護不力而威脅，中國大陸的版權保護力度已在逐年加大。1 月 31

日，世界海關組織秘書長蜜雪兒‧達內在日內瓦曾說，在打擊盜版和假貨方面，中國政府認

真履行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做出的承諾，稱讚中國打擊盜版有力。2 月，為打擊網路侵權盜

版專項行動，國家版權局將建立盜版企業黑名單制度，打擊互聯網企業重複侵權問題。4 月 5

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表新的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進一

步加大對知識產權的刑事司法保護力度。新的司法解釋明顯降低了侵犯著作權罪的數量門檻。

根據這一司法解釋，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複製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

電視、錄影作品、電腦軟體及其他作品，複製品數量合計在 500 張（份）以上的，屬於刑法第

217 條規定的「有其他嚴重情節」；複製品數量在 2500 張（份）以上的，屬於刑法第 217 條規

定的「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此前兩司法機關規定的數量標準分別為「1000 張（份）以上」

和「5000 張（份）以上」。這一新的司法解釋，標誌著我國對侵犯著作權犯罪進行更嚴厲的打

擊。4月16日，國家版權局管理司司長王自強在新聞發佈會上稱：國家版權局將啟動版權保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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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推進活動。6 月 9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

條約》在我國正式生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由序言和 25 條正文組成，其目的是為

了在資訊技術和通訊技術領域，特別是互聯網領域更充分地保護版權人的利益。《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由序言和 33 條正文組成，目的是為了在數位領域，特別是互聯網

領域更好地保護表演者和錄音製品製作者的權利。

在打擊盜版方面，各級政府部門積極開展打擊盜版的工作。2 月，為打擊網路侵權盜版

專項行動，國家版權局建立盜版企業黑名單制度，打擊互聯網企業重複侵權問題。3 月，內蒙

古金威視盤有限公司和江西吉安市定安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因大量無委託手續非法複製無 SID

碼的唯讀類光碟，違規複製情節特別嚴重，被新聞出版總署吊銷複製經營許可證（唯讀光碟

類）。5 月，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與公安部、建設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聯合發出《關於加強治理銷售盜版及非法出版物游商地攤和無證照經營

行為的通知》，加大對游商銷售盜版的打擊。7 月 5 日，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公

安部、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1•28」貯存盜版圖書案總結表彰會暨

全國「掃黃打非」辦案工作座談會。長沙「1•28」貯存盜版圖書案是 2007 年全國「掃黃打非」

工作小組辦公室、公安部掛牌督辦的大案。在各級部門通力合作、相互配合，破獲了以犯罪嫌

疑人梁雲為首的特大盜版圖書製售團夥，共查獲盜版圖書 68 種、62.7 萬冊（套），碼洋 2032 萬

餘元，抓獲主要犯罪嫌疑人 4 人。12 月，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對「12•13」特大盜版光碟刻

錄團夥案作出判決，案犯李源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7年，並處沒收財產5萬元。2006 年 12 月 13

日，根據舉報線索，重慶市「掃黃打非」辦協調公安、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等部門聯合行動，成

功掃蕩一個集印刷、刻錄、包裝、銷售為一體的盜版光碟製售工廠和 2 個發貨點，現場繳獲盜

版刻錄 DVD 光碟和電腦軟體光碟 50.6 萬餘張，收繳盜版光碟彩色印刷紙包裝盒 112.7 萬餘張。

版權保護需要有明確的權益意識。1 月 15 日，國家標準委員會印發了《 ISO 和 IEC 標準出

版物版權保護管理規定（試行）》。該《規定》適用於我國境內ISO、IEC標準出版物的複製、

銷售、翻譯出版和使用，ISO、IEC標準出版物的版權保護工作由國家標準委員會統一管理。1

月，《新京報》狀告 TOM 網，不准其任意轉載。平面媒體開始重視保護自己的版權，以提高

自己的競爭力。7 月 17 日，在第二屆數位出版博覽會「數位出版盈利模式及版權保護分論壇」

上，科學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人民郵電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等

100 多家出版社聯合發佈《數字出版產業可持續發展倡議書》，呼籲數字出版產業鏈各環節共

同規範市場環境，主動抵制未經作者和出版社授權的盜版數位出版物，保護出版社和作者的利

益不被侵犯，以確保數位出版產業鏈健康發展。各種各樣的論壇與研討會，同樣有助於深化權

益意識。5 月 27 日，中國首屆「傳媒業知識產權保護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就「傳媒業知識

產權糾紛的主要特點和審判實務分析」、「保護知識產權對於傳媒業有序競爭的意義」、「我

國傳媒業知識產權保護現狀、難點分析和相關法律解讀」等專題進行了探討。7 月 18 日，國家

版權局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同在北京舉辦了「2007 國際版權論壇」。本屆國際版權論壇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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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視野探討版權保護對互聯網產業發展的影響，以及版權保護對營造健康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

所發揮的作用等重要問題。7 月 24 日， 2007 中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在深圳市舉行。論壇以

「合作應對挑戰，保護促進發展」為主題。全球反假冒機構將「全球反假冒 2006 年度政府機構

高度嘉勉獎」授予中國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以肯定我國公安機關在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方面

的巨大努力和顯著成就。7 月 30 日，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網（www.ipr.gov.cn）與中文「線上反盜版

聯盟」 （www.coapu.org）聯合推出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網路論壇，開闢了網路宣傳知識產權的

陣地。6 月 15 日，首家「全國版權保護示範城市」落戶杭州。6 月，《深圳市知識產權指標體

系》出臺，這是我國第一部知識產權方面的綜合指標體系。該體系制定了22項指標，用來衡量

深圳市知識產權狀況和考核各級領導幹部知識產權工作。

10 月 16 日，石野創作的《臥底記者：我的正義之旅》連印4次都差錯太多，第一次版本中甚

至差錯多達 500 多處，石野以出版社侵犯名譽權為由，將中國方正出版社告上法庭。北京市西城

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11 月，李鳴生、張抗抗、張平、盧躍剛、王宏申、邱華棟和徐坤等7位中

國文壇頗有影響的知名作家聯手將北京書生公司告上法庭。據悉，該公司涉嫌侵犯7位作家總字

數 1600 多萬字作品的著作權。這類官司經過媒體的廣泛報導，同樣能起到保護版權的作用。

◆	 機制創新有突破，兼併上市共推進

2006 年 7 月，新聞出版總署曾出臺深化出版發行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在這一方案的指導

下，大陸國內各地區之間的聯合得到進一步加強。1 月 22 日，江蘇新華發行集團與海南新華書

店在海口簽訂了系統戰略合作意向書。此次合作是大陸國有圖書發行業首次實現跨地區合作。

9 月 25 日，「人民書店」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它是由大陸地區 31 家人民出版社融合多元資本

打造的人民版圖書連鎖直營專賣體系，隨之而生的還有其服務品牌「人民書院」。8 月 23 日，

廣西新華書店集團與廣西茂功集團共同出資 1 億元組建的廣西新新華傳媒有限公司在南寧宣告

成立。廣西新華書店占公司股份的 51％，茂功集團占公司股份的 49％。這是新華書店攜手業外

資本拓寬經營的又一次嘗試。11 月，由原深圳發行集團和海天出版社整合組建而成的深圳出版

發行集團正式宣告成立，成為目前內地出版發行業唯一集出版物生產、銷售及多元文化產業發

展為一體的企業實體。12 月 7 日，新聞出版總署對江西出版集團重組中國和平出版社事宜做出

批覆，原則同意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與江西出版總社共同合作將中國和平出版社重組並改制為中

國和平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的方案。江西出版集團重組中國和平出版社，不僅是我國出版業第

一例真正意義上的跨地域兼併重組，同時也是首例由地方出版集團公司對中央部委所屬出版單

位進行重組改制。

在出版企業上市方面，本年度更是取得了大的突破。5 月 30 日，四川新華文軒連鎖股份有

限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成為國內首家在港上市的圖書發行企業。9 月，江蘇

新華發行集團重組改制方案已得到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和江蘇省委、省政府批准，股改上市

工作目前已全面啟動。新華發行集團將成為江蘇省首家上市文化企業。12 月 21 日，國內首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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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業務和經營業務整體上市的遼寧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遼寧出版

傳媒作為中國出版傳媒第一股上市後，將推動國內其他出版單位的上市工作。

◆	 政府助推文化走出去，書與社均有大收穫

為了幫助中國圖書更好地走向世界，3 月 6 日，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李冰、新聞出版總署

副署長柳斌傑、Google 全球副總裁李開復共同啟動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畫」，設立了「中

國圖書對外推廣網」，為出版社提供了更便捷的與世界交流的平臺。4 月 4 日，新聞出版總署公

佈優惠政策：對列入「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畫」或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出版專案所需要的書

號不限量；支援重點出版企業申辦出口權；支援出版單位創辦外向型外語期刊；制定「鼓勵和

扶持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若干政策」的配套檔；協調國內金融機構提供外向型出版企業、工

程項目加快發展的信貸支援；全力辦好國際書展，提供更多的政府資金，打造中國圖書推廣的

平臺；為「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畫」繼續提供資金支援；適時表彰獎勵圖書「走出去」取得成

績的出版集團和出版社。歲末的 12 月 25 日， 18 家我駐外使領館獲贈近 4 萬冊「國產」新書，

新聞出版總署在外交部舉行了簡短的贈書儀式。此次贈書是中國出版「走出去」方式的一種新

嘗試，18 家駐外使領館平均獲贈 2200 冊圖書，總計 39600 冊。

在政府助推文化走出去的同時，出版社以實際行動幫助中國圖書走向海外。1 月，《大中

華文庫》（漢英對照）啟動全球發行。《大中華文庫》計畫在兩年內翻譯出版 105 種中國古代

文史哲著作，力爭在 2009 年新中國成立 60 年之前全部出齊。它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系統全面地

向世界推出的中國古籍整理和翻譯的重大文化工程。6 月，重慶出版集團與湯姆生學習集團達

成合作出版《重慶》系列叢書全球英文版的意向，這是一套由世界知名出版集團向西方社會全

面介紹重慶的系列叢書，包括《直轄重慶》、《重慶產業》、《三峽工程》、《國色重慶》、

《人文重慶》、《山水重慶》6 部單卷，計畫 2007 年下半年完稿。

在圖書走向海外的同時，本年度最大的收穫是中國的出版社也開始走向世界。4 月 17 日，

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社登陸英國出版市場，該社的倫敦分社在倫敦市中心舉行開業酒會，有美、

英、法、香港、臺灣等地的出版社、圖書發行商、出版研究培訓機構的代表出席此次活動。9

月 1 日，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協同下屬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分別與法國博杜安出版公司和

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出版社簽訂協定，將在巴黎和雪梨註冊成立合資出版社。兩家合資出版社將

使用「中國出版（巴黎）有限公司」（CPG International-Paris）和「中國出版（雪梨）有限公司」

（CPG International-Sydney）的名稱。

◆	 實體建設規模龐大，數位化建設仍待加強

10 月 12 日，中部地區最大圖書生產物流基地—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生產流通

基地開工。11 月 8 日，北京出版發行物流中心開業。該中心占地近 460 畝，總建築面積近 30 萬

平方米，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出版物集散平臺，集現代資訊流、商流、物流、資金流和綜合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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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於一體。一南一北，說明出版單位對實體建設都很重視。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出版的數位化建設其實更為重要。3 月，Google 圖書搜索中文版上

線，中文圖書在互聯網上首次實現了全文檢索。同月，我國電子書刊門戶—「書生‧讀吧」

（www.du8.com）正式開通。該網站至今已擁有30萬左右作者的授權資源，數十萬種各學科的電

子圖書。國學大師季羨林、著名作家張賢亮、梁曉聲、石鐘山、著名學者李銀河等的駐站加

盟，為該站提供了豐富的圖書資源。7 月 18 日，知識產權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就「商務印書館

圖書按需出版專案」簽訂合作協定，標誌著按需出版（POD）在中國出版界已逐漸走向成熟。

而按需印刷與網路相結合，其前景將更為輝煌。11 月 27 日，中國、美國、印度和埃及4國同時

宣佈：世界最大的公益數位圖書館—全球數位圖書館的「館藏」已突破 150 萬冊。其中，中

國分站—CADAL項目完成了 107 萬冊圖書的數位化，占全球數字圖書館的 70％以上。為了加

強對數字版權的監管，12 月 6 日，數字版權監管認證平臺建設項目簽約儀式在國家版權局舉

行，該平臺的建設將建立起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版權管理工作新模式。

12 月 7-9 日，大陸全國出版社網站建設工作交流會在北京召開。此次交流會在業內首次公

佈了《全國出版社網站建設調查報告》及《全國出版社網站排名》。此次出版社網站排名體現

了新聞出版總署對各類網站建設、數位化進程的關注。與美國 99％ 的出版社已經建立了自己獨

立功能變數名稱網站相比，我國約只有三分之二的出版社建立具有自己獨立功能變數名稱的網

站。這說明，我國出版社的網路意識仍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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