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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8日至 11日，2017北京出版發行產業促進交易會在北京舉辦，會上集中展示了全國各地

800餘家民營文化公司和國有出版單位的 10餘萬種圖書和電子出版物。

◎ 1月 9日，中外文化互譯合作成果展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舉辦，主題為以「文化互譯．溝通

世界」。中國文化譯研網牽頭邀請中國外文局、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

司、北京出版集團、人民美術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大百科全書出

版社、五洲傳播出版社、華語教學出版社、中譯出版社等出版機構參加，綜合展示 2016年中

國文學、出版、動漫等作品對外譯介及創新創作成果。

◎ 1月 10日，「開拓圖書市場繁榮農村文化」座談會暨全國「三農」出版發行高端智庫成立大

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三農」出版發行領域首個涵蓋農業系統、出版行業、發行行業等多方

面專業人才的智庫，旨在通過推出適合互聯網時代的圖書、音像、多媒體出版物，推進「三農」

出版行業提質增效，更好地滿足基層群眾特別是農民讀者的閱讀需求。首批聘任了 66名智

庫專家，並舉辦主題為「開拓圖書市場繁榮農村文化」的研討會。

◎ 1月 10日，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第 5屆經銷商大會暨行銷創新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發佈了「中

版好書 2016年度榜」和「2017年度中版集團重點圖書」，表彰「中版圖書優秀行銷門店」「中

版圖書優秀採購經理」「中國出版集團優秀行銷案例」「中國出版集團優秀行銷員」。入選「中

版好書 2016年度榜」的好書共 50種，包括 10種主題出版圖書、20種學術文化精品圖書、10

種文學藝術類圖書和 10種少兒類圖書。

◎ 1月 10日，第 7屆中國學術出版年會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銷商大會在北京舉行，本次會

議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百道網共同主辦。會議中，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總編輯楊群公佈「第 8屆社科文獻十大好書（2016）」。

◎ 1月 10日，以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為依託單位的出版融合發展重點實驗室掛牌，這是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批准建立的 20家出版融合發展重點實驗室中首家掛牌運行的實驗室。

◎ 1月 10日至 11日，第 10屆新聞出版業互聯網發展大會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出版協會

與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共同舉辦。本屆年會的主題為「內容多元化運營與服務」。中國新聞

出版研究院院長魏玉山在年會上發佈《2016新聞出版業互聯網發展報告》。本屆年會分論壇

還針對閱讀共用與數位教育、期刊數位資源服務及出版商與讀書會合作等話題進行探討，來

自出版單位、發行企業、技術服務商等相關單位的 200餘人參會。

2017年 1-2月中國大陸出版要聞
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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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2日，「中華優秀科普圖書榜」評選在北京啟動，本次評選由中國出版協會、中國科學

技術協會科普部、韜奮基金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聯合發起，《中國科學報》、《中國

新聞出版廣電報》、人民網、科學世界雜誌社協辦，百科知識雜誌社承辦。本次評選活動按

照原創成人科普、原創青少年科普、引進版成人科普、引進版青少年科普等四大類別，按季

度評出 TOP10榜單，同時還將推出年度 TOP10榜單。

◎ 1月 12日至 14日，2017北京圖書訂貨會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舉行，並在北京的三聯書店、

涵芬樓、字裡行間等 9家書店設立北京圖書訂貨會實體書店圖書銷售分會場。本屆訂貨會的

主題為「面向大出版轉型升級，走融合發展新路」，共有展位 2,369個，館配展架 910個，

參展單位 737家，邀請新華書店、圖書館、館配商、海內外華文書店等 3,000餘家，舉辦文

化活動 200餘場，編輯館配可供書目 11萬種，現場館配采定碼洋 1.14億元。訂貨會期間，除

出版高層論壇、發展報告會、大家讀好書、新書發佈、紅沙發、經銷商大會、館社論壇、民

營峰會、開卷報告會等活動外，還有著名作家王蒙、閻崇年、阿來、張抗抗等參加活動，與

讀者現場交流。法國、英國、奧地利、斯里蘭卡、韓國和中國港臺地區的出版人也參加了相

關活動。

◎ 1月 12日，《韋氏高階英漢雙解詞典》新書發佈會在北京舉行。2009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

版社引進出版了原版影印版，之後經過七年的翻譯和編輯，出版這部《韋氏高階英漢雙解詞

典》。這是韋氏品牌英漢詞典首次登陸中國，同時它也是首部源自美國權威辭書出版機構的

高階英漢詞典。

◎ 1月 13日， 2016中國出版年會在北京舉行，由中國出版協會主辦、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和中

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協辦，來自全國各大出版集團、出版社、各省版協負責人 230多人參會。

本次會議以總結工作、展示成果、表彰先進、推動產業發展為主題，發佈 2016年度中國出版

業發展報告，公佈 2016年度出版業十件大事、十大人物和 30本好書。《2016年度中國出版

業發展報告》從全民閱讀、精品出版、深化改革、專業發展、資本運營、文化軟實力等方面，

對 2016年出版業的整體發展態勢進行了說明敘述。

◎ 1月 15日，《簡明中國法治文化辭典》（幹部讀本）出版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由商

務印書館與中稅網稅務師事務所聯合舉辦。全書共收入中國當代法律體系中 22個法律門類的

近 150個詞條，包括憲法、行政法、員警法、軍事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刑法、民法、商標法、

專利法、著作權法、經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程式法、仲裁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環境法、

金融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法學基礎理論、比較法。

◎ 1月 16日，「『一點．閱不同』2016年度文學熱門閱讀榜單」發佈會在北京舉行。一點資訊

聯合新華書店總店、韜奮基金會，將新華書店的線下圖書出版、發行、銷售資料與一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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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使用者閱讀行為資料相結合，形成「2016年度閱讀興趣報告」。同時，通過梳理全年閱

讀熱點，綜合考慮 2016年圖書銷售資料和圖書相關資訊的展示、點擊、轉發、收藏、討論等

多個維度閱讀資料，聯合頒佈「2016年度文學熱門閱讀榜單」。本次發佈會上，還進行了主

題為「傳統閱讀載體與新閱讀平臺的融合趨勢」的深度探討。

◎ 1月 16日，以「融匯．創新．突破」為主題的「2017全國高等教育教材峰會」在北京舉辦，

本屆峰會由中國出版協會、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全國大中專教學用書彙編》編委會主辦，

新華書店總店、新華國采教育網路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全國大中專教材網路采選系統承辦。

峰會上舉行了「全國大中專教材經銷商聯盟」成立儀式，並由經銷商代表宣讀了《全國大中

專教材經銷商聯盟反盜版共同宣言》。同時，為前期舉辦的「2016年全國優秀教材經銷商」

「全國大中專教材金牌編輯」評選活動評選出的 40家優秀經銷商和 40名金牌編輯進行了頒

獎，今年增設的「教材發行界十年風雲人物」獎項也於同期為 9位獲獎者頒獎。

◎ 1月 20日，中宣部出版局公佈了 2016年「優秀兒童文學出版工程」入選圖書。入選圖書有：

少年兒童出版社《布羅鎮的郵遞員》、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居民樓裡的時光》、北京時代

華文書局《麵包男孩》、晨光出版社《霧裡青花泥》、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向日葵中

隊》、四川文藝出版社《白馬可心的星空》、明天出版社《奇妙小鎮》。

◎ 1月 20日，人民法院出版集團掛牌儀式暨人民法院出版社成立 30周年座談會在最高人民法

院舉行。由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審判》雜誌社、人民法院電子音像出版社、北京東方法

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三社六公司」組成的人民法院出版集團，擁有在職員工 200餘人，

現有 15個部門、8個下屬企業。

◎ 1月 22日， 2016年度「大眾喜愛的 50種圖書」推薦活動入選圖書在北京正式揭曉，本次評

選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民閱讀活動組織協調辦公室主辦，中央部分主要媒體和網站參

與。《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望春風》《古

書之愛》《小家，越住越大》《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彩繪本）》等 50種圖書上榜。此次入

選的圖書，包括文化類 10種、文學類 15種、生活與科普類 10種、少兒類 15種。

◎ 1月 22日，著名學者、紅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馮其庸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

93歲。馮其庸 1924年生於江蘇無錫縣，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紅學會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紅樓夢學刊》主編等職。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

《論庚辰本》《夢邊集》等著作。

◎ 1月，第 6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獲獎名單正式揭曉。本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設圖書獎、音像

電子和遊戲出版物獎、出版科研論文獎三個子項獎。本屆獲獎圖書 100種、提名獎 10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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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音像電子遊戲出版物 30種、提名獎 77種；全國優秀出版科研論文 30篇。

◎ 1月，京東圖書發佈 2016年圖書音像市場年度報告，從用戶特點、用戶習慣、用戶喜好、暢

銷單品、出版情況等五方面描述了 2016年圖書音像銷售、讀者閱讀以及行業市場相關特點和

情況。

◎ 1月，掌閱大數據研究院發佈《掌閱 2016年度數字閱讀報告》。報告顯示，內地高中和大學

學生平均每年讀 18本電子書，超過職場讀者的閱讀量，並且內容豐富多彩，積極向上。報告

涵蓋圖書、作家、閱讀城市等多個維度，分別從閱讀類型、閱讀頻次、閱讀時長、閱讀場景、

讀書筆記、消費能力等多方面追蹤青年群體的閱讀習慣。掌閱總結 2016年度數字閱讀五大趨

勢：趨勢一，懸疑類崛起；趨勢二，國漫碾壓傳統雜誌；趨勢三，嚴肅類回歸，如《人類簡史：

從動物到上帝》；趨勢四，青春類兩極凸現，一是愛情類小說，一是勵志成長類書籍；趨勢五，

人文關懷經久不衰，北京、上海和重慶位列人文關懷最濃郁城市前三甲。

◎ 1月，北京首家西西弗書店藍色港灣店開業。這是西西弗書店的第 67家全國連鎖店，也是在

北京開設的第一家。首家北京書店總面積五六百平方米，其中圖書擺放區域有 400多平方米，

咖啡館占地 100多平方米。西西弗書店起源於貴州，2008年入駐重慶，先後完成了近 30個

城市、60個實體店的商業落點。另外，書店每年開展 800場高品質的文化活動。

◎ 2月 7日，「亞馬遜中國」發佈「2016年度浪漫城市及浪漫圖書排行榜」。鄭州、包頭、紹

興奪得「亞馬遜中國 2016年浪漫城市排行榜」的三甲，其中鄭州已連續兩年奪得該榜單的冠

軍位置，而四大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均全部落榜。「亞馬遜中國 2016年浪漫圖

書十大排行榜」也全新出籠，名單包括：《島上書店》、《從你的全世界路過：讓所有人心

動的故事》、《百年孤獨》、《巨人的隕落》、《一個人的朝聖》、《偷影子的人》、《微

微一笑很傾城》、《霍亂時期的愛情》、《瑪格麗特小鎮》和《穆斯林的葬禮》。

◎ 2月 8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京穗

兩地同時召開《媒體融合藍皮書：中國媒體融合發展報告（2016）》新聞發佈會，藍皮書旨

在梳理 2016年中國媒體融合發展中的創新實踐、科研成果，探討媒體融合理論與實踐所面臨

的新挑戰、新問題，推動中國媒體融合不斷向縱深發展。

◎ 2月 11日，為了紀念商務印書館創辦 120周年，「起點．中國現代出版」專題展在上海靜安

區天通庵路 190號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開幕。1897年 2月 11日，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成

立，初期以印刷起步，後踏入出版業，成為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天通庵路 190號的商

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是上海靜安區目前僅存的商務印書館舊址單體建築。展覽將於 4月

30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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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2日，由延安市委、市政府和陝西人民出版社共同打造的紅色閱讀主題書店──延安書

局在延安開張。延安書局是由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延安市委宣傳部、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

團和陝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組建的紅色文化研究與出版機構，承擔延安紅色文化研究與出版及

紅色文化傳播與閱讀職責。目前書局為試運營，將於 3月正式向大眾開放。

◎ 2月 13日，閱文集團以該集團資料解讀的形式，發佈 2016網路文學發展報告。

◎ 2月 17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海關總署聯合發佈《出版物進口備案管理辦法》，該辦

法自 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辦法中所稱出版物為進口的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製品（成

品）及電子出版物（成品）、數位文獻資料庫等。辦法規定，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應當按照《出

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的要求，向省級以上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辦理進口出版物備案手續。

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提供備案材料不齊備或不真實的，不予備案。省級以上出版行政主管部

門在受理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進口圖書備案申請材料之日起 20個工作日內完成圖書目錄的備

案手續。准予備案的，負責備案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門為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出具通關函。出

版物進口經營單位應當向海關交驗通關函，海關按規定辦理報關驗放手續，沒有通關函海關

不予放行。負責備案的省（區、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應將相關備案資訊報總局。總局對省

（區、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門的備案工作進行檢查指導。辦法規定，通過資訊網路進口到境

內的境外數位文獻資料庫，必須由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批准的有境外數位文獻資料庫網

路進口資質的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進口。出版物進口經營單位辦理境外數位文獻資料庫進口

時，應當嚴格按照《出版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訂戶訂購進口出版物管理辦法》

等法規規章及相關規定，對其進口的境外數位文獻資料庫進行內容審查，分類辦理數位文獻

資料庫進口備案、審批手續。辦法還規定了相關法律責任。

◎ 2月 20日，《江蘇省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版權）「十三五」發展規劃》發佈。《規劃》提出，

到 2020年，基本建成全省現代公共閱讀服務體系、基本實現農家書屋進入綜合文化服務中

心、居民綜合閱讀率達到 90%以上。全省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產業規模超過 3,600億元，「走

出去」影響力持續提高。

◎ 2月 23日，2017「世界最美的書」評選在德國萊比錫揭曉，廣西師大社的《蟲子書》榮獲銀獎。

本書由中國著名書籍設計師朱贏椿和皇甫珊珊設計。海豚出版社出版、周晨設計的《冷冰川

墨刻》獲得 2017「世界最美的書」榮譽獎，該書為中國旅居西班牙畫家冷冰川黑白墨刻作品

的合集。

◎ 2月 27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辦的「出版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效益──社科文獻第

三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暨《我與社科文獻》發佈會」在北京舉行。發佈會上，還發佈了新書《我

與社科文獻：30年的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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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國家郵政局、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發布最新《禁止寄遞物品管理規定》通告，速遞物

品禁寄名單從原來的 58種，大幅增加至 188種，並首度將「危害國家安全、擾亂社會秩序、

破壞社會穩定」物品列入禁寄物品的概念內涵。據新版禁寄物品指導目錄，非法出版物、印

刷品、音像製品等宣傳品；侵犯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的圖書、音像製品等均被列入禁寄

名單。

◎ 2月，北京市 65名專業技術人員獲頒 2016年度首批數字編輯高級職稱證書，這是北京市誕

生的首批具有高級職稱的數字編輯，在全國開創了為數字編輯人員設立專屬職稱的先河。

◎ 2月，天津市市委宣傳部、天津市新聞出版局、天津市文化廣播影視局等 11部門聯合推出《關

於推進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見》。《實施意見》提出了當前推動實體書店發展的 6項主要

任務是：加強城鄉實體書店網點建設，創新實體書店經營發展模式，推動實體書店與網路融

合發展，提升實體書店資訊化標準化水準，加大實體書店的優秀出版物供給，更好發揮實體

書店的社會服務功能；推動實體書店發展的五項政策是：完善城鄉建設規劃和土地政策，加

強財稅金融扶持力度，提供實體書店創新創業發展服務，簡化行政審批管理，營造良好的市

場經營環境。

◎ 2月，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加大對「國防科技圖書出版基金」和「裝備科技譯著出版基金」

的支持力度。其中，對獲「國防科技圖書出版基金」支援作品繼續予以全額資助；對獲「裝

備科技譯著出版基金」支援作品，由部分資助改為全額資助；對獲兩項基金支援作品，稿費（翻

譯費）提高到 80元／千字。

◎ 2月，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和新疆文化出版社聯合承擔的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大型出版專案《西

域美術全集》的版權成功輸出到土耳其和哈薩克。《西域美術全集》共分 12卷，分別為岩畫

卷、繪畫卷、雕塑卷、工藝美術卷、服飾卷、建築卷、龜茲卷．克孜爾石窟壁畫、龜茲卷．

庫木吐喇石窟壁畫、高昌石窟壁畫卷等，78萬字、圖版 5,160張。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出版科學系暨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劉藝瀟參與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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