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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回 顧

2009，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的華誕。逝去的歲月中，總有出版的影子。而出版界，也

以自己的方式，為共和國的華誕獻上賀禮。本摘記係以2009年刊載於本刊「國際出版觀察—中

國大陸」部分為基礎，分成出版管理、轉制走向、集團組建、數位化、創新機制、出版「走出

去、版權防範與維權」，及書與人等8個層面俯瞰中國2009圖書出版現象。相關內容請詳閱《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2009年4月、8月號。

✿ 出版大勢看好，管理漸趨完善

良好的業態依賴良好的管理。全國所有出版社自2009年4月起全部實行書號網上實名申領。

標誌著傳統出版管理體制面臨突破與創新。

「中國版權保護中心著作權登記管理信息系統」在3月正式啟用，具有線上填報、登記受

理、審查、審批、發證、公告等功能。

5月，新聞出版總署發佈《新聞出版總署立法程式規定》和《新聞出版總署廢止第四批規範

性檔的決定》，並以國家版權局令的形式發佈《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和《國家版權局廢

止第三批規章、規範性檔的決定》。

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提出做好發展重點文化產

業、實施重大專案帶動戰略、培育骨幹文化企業、加快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建設、擴大文化消

費、建設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發展新興文化業態、擴大對外文化貿易等8個方面工作。

出版標準化有助於管理。2月，新聞出版總署批准發佈《圖書、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行銷

分類法》、《出版物發貨單》、《出版物退貨單退貨差錯回告單》、《出版物在途查詢單回告

單》、《出版物物流標籤》、《出版物物流作業規範第一部分：收貨驗收》、《出版物運輸包裝

材料基本要求》等7項出版物發行業標準，以及11月審查通過之《出版物發行術語》行業標準。

✿ 轉制走向深入　評估推動發展

隨著出版轉制路線圖和時間表的逐步明確，2009年，出版轉制的步驟逐漸加快。1月，新

2009年中國圖書出版回顧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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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出版總署在京召開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座談會，將2009年確定為「新聞出版體制改革主題

年，也是改革攻堅年」。2月，教育部網站公佈《對高校出版社轉制工作規程的通知》，以推動

各高校出版社改制。

一年來成果豐碩，計有：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在北京成立。北京出版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掛牌成立。上海文藝出版總社正式更名為上海文藝出版（集團）有限公司。上海文匯

出版社有限公司舉行揭牌儀式。濟南出版社亦轉企改制，濟南出版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掛牌成立。

11月，正式啟動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與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的聯合重組。使中國民主法制出

版社在轉企改制的基礎上併入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成為我國第一家實施轉企改制並與原主管單

位脫鉤的中央部委出版社。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亦全面完成轉企改制工作。12月，貴州出版集團

轉制公司暨貴州新華書店（集團）成立。山西、貴州出版轉制的完成，標誌出版改制在全國範

圍內得到進一步落實。

同時，對出版單位的評估也成為出版改革的重點。8月，全國經營性圖書出版單位首次等級

評估工作終於完成。全國500家經營性出版社參與評估，按照出版綜合情況和整體水準，評出一

至四級。其中獲得一級稱號的100家出版社，被命名為「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轉制，並不僅意謂著職工身份的轉化，也意謂著中國出版市場化步驟的加快。它與評估一

道，標誌著中國出版將逐步建立優勝劣汰的機制，出版市場的競爭將更為激烈。

✿ 集團不斷組建，聯合走向深入

在中國出版市場化的同時，出版資源的重組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尚未集團化的地區，通過組

建出版集團提升自己的實力；出版集團或未集團化的出版單位，則通過加強聯合、重組資源。

2009年度有青島出版集團正式揭牌成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地處西北的黃河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成立；內蒙古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成

立；杭州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成立。

出版集團之間的合作模式也日漸頻繁與多元，1月，由新世界出版社與鄭州日報社、鄭州小

櫻桃卡通藝術有限公司合資組建的新世界（鄭州）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成立，此舉標誌

著新世界出版社跨地區、跨媒體資本運營與資源整合序幕的拉開。4月，山東出版集團與星球地

圖出版社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進一步健全中小學圖冊在山東省內的編寫研發、代理代印、印刷

物資供應等合作機制；星球地圖出版社將擇機建立教材編寫研究基地；同時，雙方將共同開發

山東省內電子地圖、電子導航地圖、互聯網地圖等。6月，遼寧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慧英

與天津出版總社社長榮新海、內蒙古新華發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力田簽署《戰略合作

框架協定》，宣告三地出版業將跨地區聯合打造大型出版傳媒產業集團和戰略投資者。7月，中

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長沙舉行引進戰略投資者簽約儀式，深圳達晨創投等5家戰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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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的4.55億資金注入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旗下擬上市公司—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這是國內出版行業首次通過非公開定向發行新股方式引入戰略投資者。9月，鳳凰出版傳媒

集團有限公司與山東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舉辦十大戰略合作專案簽約儀式。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與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中國藝術研究院、雅昌企業集團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標誌著

該公司邁出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整合出版資源的新步伐。11月鳳凰集團發行中期票據20

億元的籌資計畫，獲得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批准，在全國出版業中尚屬首家。北方聯合

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佈公告，擬與天津出版總社（集團）開展跨地區合作，以收

購部分股權的形式收購天津出版總社（集團）的出版、發行業務及資產。

✿ 數位化繼續深化，按需印刷走入市場

在資源重新組合的同時，各集團和出版單位對數位化也給予足夠的重視。

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宣佈，將與盛大文學共建數位出版平臺，包括共同開發、製作、

銷售電子書等。並擁有盛大作者紙本作品的優先出版權。2月，上海舉行推進數字出版產業暨張

江國家數位出版基地新聞發佈會，正式發佈《上海數位出版業發展引導目錄（2009版）》，對

上海乃至全國的數字出版產業的發展有積極的推動和引導作用。廣東省出版集團數字出版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江西教育出版社和江西省電教館達成戰略合作協定，共同開發網路教材《高中

新課程網路課堂》，標誌該社由傳統數位出版供應商轉變為數位出版的開發者、從教材教輔的

出版者發展為完整教學方案的提供者。

作為出版人才培養基地的大學，也對數字出版給予相當重視。4月，方正阿帕比與上海理工

大學共同打造數位出版產學研基地在上海揭牌，成為全國首個高校與企業聯手共建的數位出版

基地。6月，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新聞學院國際出

版中心和復旦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全球數字出版教育與出版產業研究高級論壇」，為數字出

版教育與產業的研究開啟全新視野。

7月，第三屆中國數字出版博覽會在京開幕。主題為「落實數位化發展戰略，推進出版業升

級轉型」。

12月，方正集團與上海張江集團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投資2.85億元組建全國數位出版的旗艦

企業—中國數位出版技術有限公司，並正式入駐張江國家數位出版基地。

數位出版技術的發展，為按需印刷提供更好的技術保障。4月，江蘇第一家股份制數碼印刷

公司—鳳凰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在南京成立。7月，中國出版集團公司與美國按需圖書公司按需

印刷合作協議簽字儀式在京舉行，中國出版集團也全面進軍按需印刷領域。

「圖書依然存在，只不過是數位化的」。《時代週刊》封面上的話，既是對出版的肯定，

也是對出版未來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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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與民營合作，創新機制與體制

4月，新聞出版總署出臺《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對當前新聞出

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目標任務提出明確要求，促進民營與國有的聯合。

第19屆全國書博會民營書業業務調劑會也在此時開幕。山東出版集團在與星球地圖出版社

簽署戰略合作協定的同時，也與山東著名的民營書業—志鴻教育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長

沙瀟岳教育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在本次書博會上成立。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與山東星火國際

傳媒集團簽訂戰略性合作協議。鳳凰出版集團以江蘇人民出版社為合作主體，與民營工作室共

和聯動共同組建的北京鳳凰聯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舉行簽約儀式，成為國有出版社與非國有出

版公司成功合作的又一個案。為出版體制和機制的創新開創了新路。

雖然各地的非國有出版工作室正以各種方式與國有進行合作，但出版的意識形態性與文化

積累性，使民營與國有的聯合面臨著種種的瓶頸。而在市場化的同時，出版的文化屬性更需要

出版人牢牢記取。

✿ 出版「走出去」，成果顯著、路途漫漫

中國文化走出去，是近年來政府最為關心的問題。出版，作為文化的載體，理所當然地需

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1月，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成立，該公司是我國出版界第一家跨地區、跨國經營

的公司，將構建成中國最大的出版物進出口平臺。

同時也有不少書店與出版集團在海外設立分店或分社；2月，美國聖地牙哥地區最大的華文

書店—新華書店（聖地牙哥）正式掛牌營業，6月，新華書店（北美）網上書店亦正式開通。

10月，歐洲的第一家新華書店在倫敦開業。

4月，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所屬華語教學出版社倫敦分社（Sinolingua London limited）成立。此

外，中國出版（首爾）有限公司（木蘭出版社）也正式成立，是中圖（集團）總公司與中國出版

對外貿易總公司實施戰略重組後，推動中國出版「走出去」，進入韓國出版市場的實質性舉措。

加大跟海外出版集團的聯合也成為走出去的重要手段。6月，江西出版集團與香港聯合出版

集團簽署出版「走出去」戰略合作協議。 9月，重慶出版集團「重述神話」全球出版專案—

阿來《格薩爾王》新書全球首發式在北京舉行，中文版首印20萬冊已在各地上市。10月，鳳凰

出版傳媒集團與法國阿歇特出版集團合作簽約，雙方宣佈將在北京合資成立鳳凰阿歇特文化發

展（北京）有限公司。

在出版機構走出去的同時，政府也對出版走出去給予了更多的支持。一年一度的北京圖書

博覽會和法蘭克福書展就是走出去的重要平臺。

9月3-7日，第16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在北京舉行。來自56個國家和地區的1,762家單位、

2009年中國圖書出版回顧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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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個展臺，展示16萬種出版物，舉辦1,000多場文化活動，吸引20萬人前來參觀。

10月13-18日，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舉行。中國首次以主賓國的身份亮相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

性書展。中國內地272家出版機構，總人數超過2,000人。書展期間，中國內地出版參展團共簽署

版權輸出3,553項，其中合同2,417項、意向1,136項，創歷屆之最。

10月15日，2009世界華文出版論壇在法蘭克福舉行。來自中國大陸、臺港澳、美國、新加

坡的出版界名流和專家就華文出版的使命、華文出版的未來走向、新形勢和新技術下華文出版

如何做好版權貿易、如何利用新技術發展壯大華文出版等重大課題進行演講，共商繁榮華文出

版的大計和策略。

✿ 版權問題，防範與維權同步

版權是現代出版的基石。2009年中，版權問題依然問題重重。

1月，盛大文學任命前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周洪立為首席版權官。標誌著民營網

路運營商開始高度注意版權問題。2月，國際版權交易中心在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雍和園落成。

不論是國有還是民營，都逐步意識到版權的重要性。

版權的國際合作也沒有止步。2月，由國際保護知識產權論壇派出的日本保護知識產權官民

聯合高層訪華團部分成員與中國國家版權局代表在京舉行會談，就兩國在版權方面建立互惠互

利的合作機制交換意見。3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與中國國家版權局簽署「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版權保護優秀案例示範點調研專案合作協議」。這是WIPO首次在全球針對一個國家的

特定地區的一個行業而進行的版權保護微觀調研項目。

6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柳斌傑在北京會見英國知識產權局局長伊恩‧弗

萊德（Ian Fletcher），就啟動簽署雙邊合作框架協定進行磋商，並就版權制度的調整與發展等問

題進行深入探討。

本年度最大的版權爭議，是中國作家協會與Google的交涉。11月18日，鑒於Google公司未經

中國作家許可而擅自數位化中國作家的作品，中國作家協會正式向Google公司發出維權通告，

要求Google公司在一個月內向中國作家協會提供已經掃描收錄使用的中國作家作品清單，並提

交處理方案及賠償事宜。

不尊重版權，將強烈破壞出版產業的良性運營，尤其是在數位化時代，版權保護顯得更為

重要。7月30日，國家版權局、公安部、工業和資訊化部聯合下發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聯

合開展為期4個月的2009年打擊網路侵權盜版專項治理行動。打擊網路侵權盜版及與Google的交

涉，既有助於中國作家版權意識的提高，更有助於出版產業的發展。

✿ 書與人，留下永久的紀念、懷念與敬意

「書比人長壽」。2009年出版的圖書也記載出版的歷程，回顧2009中國書市分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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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肅文化出版社和寧夏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回族典藏全書》，全套共計235冊，搜集

整理五代至民國回族典籍532種、3,000餘卷。（1月）

2.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召開《中國出版通史》（九卷本）座談會，此書是目前唯一系統地

敍述長達3000餘年的中國出版歷史進程的學術專著。（2月）

3. 天地出版社聯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國農村文庫》藏文版，填補藏文「三農」圖

書出版的空白，目前首批40種圖書中已有11種面世。（2月）

4.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32卷）。這是我國第一套

符合國際慣例的大型現代百科全書。（4月）

5.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漢俄大詞典》，這是全球最大、最權威的漢俄雙語大詞

典。（5月）

6. 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當代中國》大型叢書海外版正式面世，並向海外限量發行

2,009套。該叢書全套152卷210冊，總計1億字，插圖3萬幅。（6月）

7. 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百名攝影記者聚焦中國》。該畫冊收錄248位攝影家的362幅珍貴

圖片，展現60年來共和國發展變遷的軌跡。（6月）

8.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五輯（1976-2000）30卷，展示中國新文學在

上世紀最後近25年的優秀成果。（7月）

9.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國家譜總目》。全書1,200萬字、共10冊，收錄中國家譜52,401

種、計608個姓氏，是迄今為止收錄中國家譜最多、著錄內容最豐富的專題性聯合目

錄。（7月）

10. 《中國兒童文學60周年典藏》叢書發佈暨研討會在京舉行。精選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歷

史意義、影響力和可讀性的作品，計4卷6冊，約120萬字。（7月）

11. 人民出版社出版《魯迅著譯編年全集》（20卷）。將魯迅著作以日為序，按日記、書

信、著作、譯文編排，清晰完整地再現魯迅的文字生涯和他真實的一生。（7月）

12. 新版《辭海》發行，收錄1.8萬餘個單字字頭、12.7萬多條詞目、2,300餘萬字，1.6萬餘幅

圖片。（9月）

13. 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及商務印書館在京召開「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珍藏版）出版

座談會，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推出的珍藏版，共400種，490冊，薈萃世界經濟、政

治、文化和社會歷史等方面的代表著作。（9月）

14. 國家統計局組織編輯的《新中國60年》首發式在京舉行，以翔實的統計資料和豐富的文

字資料，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以及國防、外交等方面系統地展示新中國

誕生以來的光輝歷程和偉大成就。（9月）

2009年中國圖書出版回顧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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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和國閱兵紀事》，是目前第一本全面、完整記述新中國閱兵歷程

的圖文並茂的彩版書。（9月）

16. 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審定的系列叢書《開國領袖自傳（自述）典藏書系》，首批出版

《毛澤東自傳》、《周恩來自述》、《朱德自述》、《劉少奇自述》、《鄧小平自

述》、《彭德懷自述》等6本。（9月）

17. 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書稿》全5冊（2009年修訂版）。（9月）

18. 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美術60年‧1949-2009》（6卷），為1949年以來新中國美術精品集

大成之作。（9月）

19. 華藝出版社出版，山西省長治城區炎帝文化研究會編纂的《炎帝匯典》正式出版發

行，介紹炎帝時代文化的大型著作，全書11卷，130萬字，300餘幅圖片。（9月）

20. 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召開《輝煌歷程》重點書系暨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重點出

版物出版座談會，推出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的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10月）

21. 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6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60年中國人的閱讀心靈

史》。反映60年來新中國出版的成就與發展歷程。（11月）

讀書懷人。2009年中有許多出版人物值得大家永久懷念。

2月，原國家出版局副局長、原新聞出版署特邀顧問王益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

年92歲。曾先後出版《不倦地追求：王益印刷文集》、《王益出版發行文集》等5本文集。

3月，新聞出版報社原副總編輯，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原常務副秘書長、《中國出版年鑒》

主編潘國彥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享年73歲。

6月，著名的編輯出版家、中國編輯學會顧問闕道隆逝世，享年81歲。闕道隆曾主持編輯

或復審終審《紅岩》、《李自成》第一卷、《王若飛在獄中》等優秀圖書，著有《實用編輯

學》、《書籍編輯學概論》等研究著作。

7月，著名學者、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辭世，享年98歲。同一天，

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也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11

月，著名翻譯家、《紅樓夢》英譯本作者、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楊憲益在北京逝世，享年

95歲。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翻譯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紅

樓夢》等經典作品，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貢獻良多。

12月，「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和「新中國60年傑出出版家」評選結果公佈。這

些人物，為新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值得人們向他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