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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中國出版業，走過寒冬、也收穫捷報，堅守傳承、又不

斷創新。我們細數成績，同時也提出問題。後轉企時代，集團化、上

市潮的優勢及弊端日益凸顯，企業內生發展的需求日趨緊迫；數位閱

讀市場風起雲湧，成為「話題明星」；三大電商，在瘋狂的價格戰役間

隙，開始理性投身電子閱讀和開放平臺建設；民營書商賣書難、做書

難，僅憑幾百萬撥款也許無法阻止冬天的到來；莫言得獎，為出版業

注入一劑強心劑；三聯 80 周年、中華 100 年，中國出版文化精髓的代

表，在風雨中砥礪前行；全民閱讀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而國民閱讀

率的提升尚待時日；教輔新政實施第一年，幾家歡喜幾家愁；當技術

革新眼花繚亂之時，數位化產業轉型的脈動日益清晰可辨；9 月後，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加強學術規範上連續打出重拳，為 2013 年的文化

科技創新打下基礎。

  「後」轉企時代：誰是真正的主角？

中國出版業，正進入「後轉企改制時期」的「資本洗禮」時期，

肩負轉變發展方式和完成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使命。可惜的是，經過

十年的「集團化」風潮，至今沒有真正造出一兩個規模大到足以與國

際出版巨頭競爭的出版集團，各地出版集團的現狀仍然是不大不小，

近 30 個大都以省為名的出版集團，均衡沒有打破，也沒有實現「四

跨」，就是所謂的中國、科學、教育三大出版集團公司與江蘇鳳凰、湖

南的中南傳媒相比也沒顯出明顯優勢。甚至各出版集團大都普遍存在

著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更阻礙了出版集團業務的多元化及戰略聯盟

的形成。

如果說「轉企改制」的推手無疑是國家和政府，那麼「後」轉企

時代的主角必須是企業自身。2012 年 8 月 29 日，中央電視臺 13 頻道

「新聞直播間」欄目對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轉企改制的典型案例進行

詳細報導。從一個地方普通高校出版社，發展成為當今中國出版業百

強、大學出版業十強和地方大學出版社領軍企業，其發展模式被業界

稱為「廣西師大出版社模式」。在各大出版社紛紛宣佈「轉企」成功之

時，中國出版業急需更多的「廣西師大社」，需要「後」轉企時代真正

的活力所在。

  數字閱讀：希望與困惑並存的「話題明星」

2012 年第三季度手機閱讀用戶端市場累計用戶數已經達到 4.14
億，數字閱讀營收超過 12 億元，這其中包括中國電信天翼閱讀、新浪

讀書、盛大文學等多家行業公司推出的數位閱讀業務。這是否意味著

數字閱讀用戶的付費意願正在加強，數字閱讀盈利基礎已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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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隨著 SNS、微博等新型社區的快速成長，社交成為移動互聯網發展的趨勢之一，

豆瓣書友正在形成強大的小群體。2012 年 12 月，外研社推出了以雙語為主打特色的數位化社交

閱讀網站「愛洋蔥」，從更加細分的市場去探索數位閱讀的社交之路。這些探索將閱讀與體驗、

分享與交流結合起來，既有出版「內容為王」的基因，又有互聯網分享互動的基因，是否預示

著數字出版的發展方向？

2012 年 4 月，杭州國家數位出版產業基地授牌儀式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舉行，該基地包

括八大功能園區。6 月，陝西西安國家數位出版基地揭牌，該基地將重點發展手機出版、電子

書、傳統出版數位化、數位動漫與網路遊戲等六大業務板塊。自 2008 年首家國家級數位出版基

地揭牌以來，已經形成了東西南北各地區 9 家國家級數位出版基地。一方面，通過基地方式推

動行業發展，可以提供政策及配套上的優惠，也利於監管與聯絡。然而另一方面，龐大的基地

面積、求大求全的業務佈局，是否適應中小型數字企業的發展規律，是否會造就數字閱讀領域

某種程度的「虛假繁榮」？

  教輔新政：考驗多方智慧的時候到了

2012 年 2 月底，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糾風辦聯合下發了《關

於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市教材選用委員會應根據當地教育實際

和教科書使用情況，按照教科書選用的程式，從本省教輔材料評議公告中，一個學科每個版本

選擇 1 套教輔材料，推薦給本地區學校供學生選用。4 月，發改委、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聯合

印發《關於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價格監管的通知》，規定從 2012 年秋季學期開始，對中小學生

使用的主要教輔材料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大幅降低價格標準，減輕學生教輔材料經濟負擔。

2012 年，僅僅是教輔新政實施的第一年，對未來走勢研判仍為時過早。這些政策要持續推

進，還要繼續打組合拳，出版行政管理部門應對出版活動進行常態性監督。教輔行業整頓不是

一個部門的事情，教育、物價等多個主管部門都要參與進來，努力營造有助於教輔優質有序出

版的良好生態。「後新政時代」，是考驗多方智慧的時候。

  民營書業：「扶持」不是「救濟」

北京第三極書局、風入松、光合作用、上海萬象書店、成都時間簡史書坊等等曾經令人嚮

往的民營書店相繼離開，一大批因著理想而堅持著的書業人感受到了陣陣寒意。

在各方關注中，多個地方政府率先伸出援手。2 月底，上海市政府從新聞出版專項資金中

劃撥 500 萬元用於定向支援各類實體書店；杭州市也出臺《關於扶持民營書店健康發展的暫行

辦法》，規定每年安排 300 萬元專項資金，以資助、貼息和獎勵等方式扶持杭州民營書店發展，

表明了杭州政府希望保護文化生態的意願。

然而，寒意裏偶有的絲絲溫暖能否持續？曉風書屋店主朱鈺芳對媒體所說：「300 萬的性質

和救濟金沒什麼區別，對於書店來說，靠救濟金活下去是不現實的。」鼓勵民間資本開放的《細

則》究竟能落實到哪些層面，究竟能惠及多大範圍的民營書業，還有待觀察。作家張抗抗在今

年兩會上提交《建議政府對實體書店的生存與發展加大政策性支持》的提案，提出返稅、城市

規劃，以及建議政府設立圖書公益基金等辦法，不失為許多民營書業人的心聲。

反思 2012 年大陸出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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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獲獎：一個人與一個行業

「莫言得獎了，出版業火了」；「莫言給出版業注入一劑強心劑」；「莫言給出版業帶來的需求

才剛剛開始」……莫言和諾獎，似乎成為了一陣東風，刮得出版人們心花怒放，的確在出版界

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首先，消費者對其作品的購買如山洪一樣爆發。各大網上書店無一例外皆打出「莫言牌」，

據媒體統計，莫言圖書價格漲幅近兩成，亞馬遜的莫言圖書漲價比例是 37%，當當網為 32%，京

東更是高達 79%。即便如此，一書難求的局面依然存在，缺貨通告接連出現。在諾獎宣佈後的一

個星期裏，當當網每天有接近一萬冊的莫言作品被預售出去。10 月 11 日，北京王府井圖書大廈

就已經安裝好莫言作品專櫃。截至 10 月 16 日，北京圖書大廈的莫言大部分作品已經售罄。

熱鬧總是一時的。不論借的是諾獎還是影視的「東風」，出版界練好內功，出版更多的優質

書籍、介紹優秀的中國文化，方能將熱銷變為常銷。如何將公眾對莫言作品的熱情引向對當代

文學作品乃至文學圖書的關注，讓更多人對文學圖書的態度從趕時髦到培養為長期愛好，成為

待解的難題。

  兩社周年慶：「精神家園」與「百年老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端於 1932 年創辦的生活書店，經歷了「紅色出版」、「學術出

版」和「學術文化出版」三個時期。從出版進步書籍、宣傳先進思想、推進民族解放到成為學

術文化出版重鎮，三聯推出了許多優秀出版物，孕育了獨特的人文氣息。

1912 年成立的中華書局，今年也迎來了百年誕辰。創始人陸費逵所說「默察時局，眷懷宗

國，隱痛在心」仍在耳畔，中華書局的奉獻與敬業精神，使其鑄成十年一劍之《辭海》，數十年

成就之標點本《二十四史》。幾近偏執的精品意識和視品質為生命的出版理念，培育出學術文化

界獨一無二的「中華情結」。

縱觀三聯書店和中華書局，之所以屹立不倒，老樹長青，皆在於對出版品牌核心價值的堅

持。三聯書店的人文社科類圖書，中華書局的古籍類經典，在讀者心中成為金字招牌。而這金

字招牌需要一代又一代出版人悉心維護，更需要掌舵者拋卻短線利益，忘記眼前誘惑，把目光

放長遠，以百年老店的標準來考慮每一個經營決定，讓百年老年的品牌不負盛名。

  全民閱讀：打造國民閱讀的春天

 「全民閱讀」工程已經開展多年，2012 年是其輻射面擴大、活動更豐富的一年。

1 月初，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聯合組織出版發行單位開展「好書刊進基層」活動。由新

聞出版總署組織評選出「大眾喜愛的 50 種圖書」。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聶震甯聯名 13 位委

員，提出了《關於將城市閱讀指數納入文明城市指標體系的建議》。11 月 1 日，第 13 屆深圳讀

書月開幕，「讓城市因讀書而受人尊重」成為深圳最有影響力的觀念之一。11 月 13 日，江蘇省

張家港市發佈全國首個「書香城市」建設指標評價體系。同月，湖南省第二次公佈了「城市閱

讀指數」。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閱讀也暴露出一些亟待重視的問題。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全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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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閱讀調查課題組的研究，2011 年中國國民圖書閱讀率為 53.9%，較上年增加了 1.6 個百分點，

連續第四年增長。儘管這是一個好消息，但歷史資料也表明，從 1999 年到 2005 年，國民閱讀

率從 60.4％下降到了 48.7％，總的趨勢是在徘徊波動中趨穩。在推動全民閱讀的浪潮中，出版

界應該有所作為，倘能用有良心的出版和有品質的出版打動讀者、帶動讀者，那麼，閱讀的春

天將不再遙遠。

  技術革新：出版產業轉型的脈動

在 2012 年的香港書展上，一家「未來書店」吸引了大量讀者駐足。在這個「未來閱讀體驗

區」，有「虛擬店長」，更有一個電子「人臉薦書」機：靠面部攝影掃描判定讀者年齡、性別、

性格，為之推薦相關書籍。這個「人臉薦書」機，攝影選取人臉上 16 個定點識別區域，在數秒

內搜集到年齡、性別、性格資料，分為「快樂跳脫」、「前衛創新」等 8 種類型，預測、甄選適

合書籍。

2012 年 3 月，中國移動宣佈將在國內 7 個城市籌建 4G 網路，3 月 30 日，杭州成為第一個

4G 網路試點城市。據悉，4G 的網速是 3G 的 10 至 20 倍，4G 網路下載一部 2.8G 的大英百科全

書只需要 8 分鐘。4G 在 2012 年到來，賦予數位出版更多的想像。大網速傳送的內容將會獲得

更好的用戶體驗，為數位內容的深化開發與推廣提供了支援。

還有那些可以讓盲人「看」得到的盲文、那些可彎曲的閱讀器，那個「星際迷航」的指揮

室代替了以往粉筆屑紛飛的教室……數位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閱讀生活，也為出版

產業的數位化轉型開啟了種種多樣化的可能。出版從業者必須行動起來，去擁抱、適應，甚至

把握這種可能，而不是被動地接受、調整和妥協。

  學術規範：奠定科學文化發展的基礎

學術著作，本來要有創新內容才能出版。任何創新都是對前人成果的繼承和發展，前人做了

哪些工作？本人在哪些方面有所發展？創新點在什麼地方？應該在學術論著中交代清楚。不論是

什麼學科都有個來龍去脈，書一打開都能找到，通過書後參考文獻和索引也能查清楚，這是實事

求是的表現，讀者使用起來特別便捷。然而，打開我們出版的書，能做到這樣的還不到 5 ％。 
2012 年 9 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終於向這一現象亮出紅牌，向全國出版界下發了《關於進一

步加強學術著作出版規範的通知》，其中強調，引文、注釋、參考文獻、索引等是學術著作不可

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強出版規範，嚴格執行國家 相關標準。

《通知》發出後，得到整個出版界的積極回應。天津、山西、四川等地出版局在轉發總署

《通知》的同時，做出相應的決定和貫徹執行措施。10 月 31 日，來自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三聯書店、科學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 70 餘家出版社

在京簽署倡議書，呼籲出版界進一步提高學術著作出版「門檻」。我們期待這一良好的勢頭在

2013 年逐步推廣開來，與國際接軌並開花結果，為文化建設和科學創新做出切實應有的貢獻。

反思 2012 年大陸出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