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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窺出版社觀點，編輯、作者在想什麼
評《過稿力》

過稿力：一流出版人告訴你編輯到底想要什麼

倪采青作／尖端／ 201606／ 343頁／ 22公分／ 380元
ISBN 9789571066462／ 857

猶記剛入行，身兼編輯和企劃角色，第一次聽到前輩在產品企劃會議上，大言不慚道：「書

就是商品」時，當下內心充滿震撼和不解，尤其對於一個將出版產業當作畢生志業的新手來說，

書籍就如同知識產物，怎麼能受到金錢所左右呢？但工作一段時間後，自己逐漸體悟出版公司

賴以維生來源便是銷售利潤，沒有營收就無法養活大批編輯、美編、行銷同仁。根據財政部最

新公告，書籍出版總營收已由 2010年的 367億元下降到 2015年的 190億元。在面對總營收不斷

減少的情況下，各家出版社投資意願偏低，新書出版量除了逐年下滑，出版標準也逐年提高。

國家圖書館〈104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便指出，2015年比起 2014年，新書總數

大幅減少約 1,800種，首度跌破四萬本，創下十年來新低點；出版單位也減少約 57家。在出版

產業的寒冬時代，要能獲得出書機會實為不易，若是第一次投稿，更是難上加難。小說家暨書

評人倪采青透過多年出版工作經驗及寫作教學實作，在《過稿力：一流出版人告訴你編輯到底

想要什麼》一書中訪問多位出版人、編輯及創作者，直接剖析成功稿件的必備要素，並且讓大

家一窺編輯和創作者的想法。

全書分為六大部分，從出版社定位、編輯的基本工作、新書提案單、出版標準、何謂暢銷

書等主題開始切入，提到跟寫作者相關的投稿攻略，並且介紹臺灣各大文學獎、得獎難易度、

獎項公平性及得獎攻略；接著投稿成功後，創作者應如何配合書的推廣宣傳、與讀者互動，最

後介紹自費出版社、零成本的電子出版和最新的群眾募資出版型態。經由作者倪采青對於出版

產業的多年觀察及研究，以及本身豐富的審稿、投稿實戰經驗，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及相關數據，

揭露了出版產業不為人知的辛酸史。

本書特點有三：

1 .解構出版社，瞭解其定位及決策考量、選書邏輯、行銷手法、成本試算。進一步介紹編輯的

工作內容，包含對外處理投稿者、經營現有作者、版權代理商或印刷廠商；對內則是要面對

美編、行銷。

2.找出編輯和投稿者的對立處，轉而提出成功稿件的必備條件，包含題材選擇、文案寫法、作

出版社工作者│古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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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簡介、出版企劃等投稿準備及攻略，以及稿件獲錄用後，應注意合約簽訂的大小事項、海

外版權等。

3.說明現今作者應具備條件，除了本身經歷、寫作品質等基本條件，也應隨時瞭解市場動態、

引領議題、廣納建言，並且具備自行宣傳的能力。

本書首先戳破現今「出版社」面貌，一語道破「今天的出版社比較接近文創產業的創投公

司」，而投稿者就是「新創公司」，其首要之務便是找出自己的潛力，吸引金主投資，其中不

可忽視「粉絲」所帶來的出版效益，如今已成為出版社是否願意幫素人出書的重要指標之一。

透過不同案例，作者不斷提醒讀者「創作是藝術，出版是商業」，在出版公司有限的預算之下，

每一本書的出版計畫都是賭注。究竟出版社高層所想為何，生於此時代的寫作者應如何因應，

皆詳載於本書。

* 所謂具有「出版價值」的書

作者試著將一本書的製作成本透明化，包含版稅、排版費、編務費、行銷費等，不難看出

一本書，即使首刷二千本賣光，頂多只是回本。因此在預算日漸短縮的情況下，出版社第一考

量便是書的市場需求，也就是「銷售量」。一本書是否具有市場價值，首先要能淺而預測其市

場利潤，而「新書提案單」便是在這時所產生。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市場需求，編輯還需要考量

其他要點，例如寫作者是否容易溝通。在〈素人投稿攻略〉一章，作者便提到「編輯最喜愛夠

社會化的作者。所謂『社會化』不僅指作品能貼近生活、精準描繪人性，更是指作者本人有足

夠社會經驗和 EQ，能跟隨時代脈動，與粉絲貼心交流，讓編輯跟他溝通時感到輕鬆容易，從善

如流的配合改稿，抗壓性夠，不畏批評，並能吸納建言」。對編輯來說，書就是商品，內容是

否具賣點、如何包裝、文案撰寫、宣傳等，每一個決定都跟商業有關。當一份出版品經過無數

次的開會討論後，最後會由負責編輯完成一份出版企劃書，內含賣點、同類書籍比較、市場需

求、目標讀者、行銷預算、行銷策略等。簡而言之，出版社必須要先瞭解具體的出版價值，方

能進一步決定是否出版。作者建議寫稿者可以多方觀察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瞭解讀者喜愛的

閱讀類型，盡量投其所好。投稿所附的作品簡介，最好能以文案吸引編輯眼光，並且加入完整

的故事大綱。故事的開頭很重要，如果能在開頭第一章、第一段甚至第一句話就加入驚奇、懸

疑或衝突的爆點，往往便能讓編輯有繼續閱讀下去的衝動。

* 得獎作品不代表錄取

雖然臺灣每年舉辦不少的文學獎，但作者提出一個很有趣卻也殘酷的事實─得獎作品不代

表有機會獲得出版社的青睞。因為得獎不代表銷售，也不等於消費者會買單。若得獎者不具知

名度，出版社還得花上大把心力宣傳和推廣，就怕最後是徒勞無功。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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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者，希望能夠透過比賽獲得出版機會。作者除了介紹得獎攻略，也指出這些所謂的文學獎

不乏存在各式各樣的潛規則。若想得獎，建議多方觀摩得獎作品，預測參與評審為何，並且瞭

解其喜好和評選標準。以純文學和大眾文學來說，兩者在題材、人物安排、情節、寫作手法、

文字表現上便完全不一樣。近年來多數參賽者在撰稿時，為了迎合評審口味，完全未考量大眾

市場的需求，因此最後就算作品獲獎，內容也無法通過出版標準。作者建議寫稿者除了平時累

積寫作能力之外，在選材上要能多方觀察、洞悉時事議題。書中談及「每天來點負能量」吐槽

立志語錄而爆紅一例，談到如何引領議題及說一個好故事給大眾聽。即使無法得知讀者到底想

看什麼，但至少挑選自己熟悉的題材，並且涵蓋較廣層面，如此才有長久寫下去的動機。

* 選稿標準── 粉絲經濟

由於網路的蓬勃發展，今昔寫稿者和編輯的工作型態出現不少差異。過去作家大部分心力

主要在於寫作，偶爾配合出版社的行銷活動，推廣宣傳書籍。但現在創作者必須具備自我行銷

能力，除了定時寫作，還不時需要在網路上，經營自己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初次投稿

者來說，若自己擁有固定的一群關注者，稿件受到編輯注意的機率相對較高。而編輯過去只要

專注收稿、選稿，現在反而要主動留意時下議題、發掘新起的高人氣網路作家。在如今出版產

業低迷不振之時，大家一致認同最大的書籍行銷力道便是「作家自力宣傳」，「曝光度高，書

越好推」，這也是為什麼出版社會在合約上載明作者須配合所有宣傳推廣活動，包含新書發表

會、簽書會、演講、廣播節目、經營粉絲等。倪采青認為「粉絲是作家的命脈」，寫作者一定

要親自經營粉絲，透過最直接的互動，呈現真實的文字內容，經營帶著走的粉絲，即使未來跳

槽其他出版社，這些粉絲都是自己的無形資產。在〈編輯如何選書〉一章中，她便直言「出版

社最愛擁有廣大粉絲的作者」，因為已有現存讀者存在，所以書出版時，至少會有基本的銷售

量，這就是作家本身的行銷力。若能於投稿時，附上相關證據，例如粉絲人數、文章閱覽人數等，

顯示有力的市場需求，將會提高稿件錄用的機率。

臺灣出版產業本來就不如歐美市場龐大，如今社群網站發達，讀者購買意願日益降低，紙

本書產業進入寒冬，出版行銷經營實為不易。《過稿力：一流出版人告訴你編輯到底想要什麼》

帶領有心出書的寫作者認識出版產業的運作及全貌，並透過自身紮實的寫作功力及投稿經驗，

提點全面性的投稿攻略。對於有心出書的投稿者或一心嚮往出版產業的新鮮人，不妨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