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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產業發展與管理》一書是臺灣首

開出版研究的出版學研究所，南華大學出版

事業管理研究所（ 2007 年以後更名為「出版

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萬榮水所長與所

內研究生對各項領域的論文，合著編撰而成。

本書可能是臺灣有史以來最獨特的出版學研究

論文集。不但跨越的領域細分極廣，涵括的知

識範圍也極多元，同時以論文集的角度而言，

展現的研究成果也讓人大開眼界。

本書從首章以至結語，凡十三章，約

三五三頁，二十五萬字。大分為三大部分，

分別討論以下議題：

一、出版的意義和管理架構問題；

二、臺灣出版發展史及演變趨勢；

三、產業實際的管理問題及經營模式等。

首章緒論首先摘要本書主旨，並簡要

回顧臺灣出版產業的歷程，同時分析出版研

究所能著重的價值，最後提供面對產業變

革的時代，出版經營的可能策略。第二章

討論出版研究的新視野。第三章，部落格

（BLOG）的出版意義之初探。本章分析部

落格的出版意義，探討新科技對舊傳統的衝

擊與影響。第四章，科技、社會與出版：霹

靂布袋戲案例之解析。探討一個傳統的表

演藝術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的演變過程

中，逐步變成另類出版的過程。

第五章，出版新典範和管理課題──兼

論臺灣的出版管理政策。新典範意指一個全

方位的出版概念，兼顧資訊與娛樂的人類需

求開發內容，並透過對內容的加值以便提升

影響與利潤。第六章，臺灣出版產業尋覓新

的經營模式。描述臺灣出版產業正在經歷的

環境與經營的轉變。第七章，長程有利出版

產業發展的條件。指出出版產業在未來仍然

具有的優勢條件，包括知識在未來社會的重

要性日增，社會溝通的需求增加，資訊科技

帶來的新契機，以及人類對生活美感的追求

等等。

第八章，臺灣消費性雜誌產業環境與

經營模式之檢視。討論臺灣消費型雜誌的經

營細節。第九章，臺灣大專教科書產業未來

十五年發展態勢之研究。第十章，臺灣中小

學教科書產業影響因素及未來發展趨勢。這

兩章分別討論不同學級的教科書產業問題，

包括環境、政策以及業者的因應之道等。

第十一章，電子雜誌及電子書異業合

作出版的三種模式。以個案分析的方法研究

出版業者如何因應新科技的挑戰，建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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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並討論異業組織之間產生的新管理任

務。第十二章，臺灣編輯人員的職涯管理模

式之研究。討論產業中核心從業人員的生涯

成長的現狀與發展模式。

以上這些篇章有幾個非常明顯的特色。

首先是寫作架構的嚴謹，無論是序論論文的

研究方法或提出解釋架構，諸篇論文皆能謹

守學術文章的體例，引證詳實，言之有據。

其次是對文獻資料蒐集的齊全與多元，彰顯

出臺灣出版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能力，例如第

四章以霹靂布袋戲的案例為例，著者研究的

範圍從布袋戲的起源開始，全篇論文幾乎就

是一部精簡但完備的臺灣布袋戲發展史。特

別讓人佩服。第三是本書開闢了過去未曾充

分探究的研究領域，例如教科書的產業研究

及編輯的職涯研究等。尤其是後者，對有志

從事出版相關事業的同學，或者對產業的人

才供需有整體觀的業主或政策擬定者，都有

極佳的參考價值。本書對這個部分具有開創

精神。

最後談一下本書的幾個缺點。首先是論

文體的氣息。本書大部分章節對閱讀者都是

辛苦的考驗，並非文筆問題，而是許多措詞

對非學院中人讀來，都難以具體掌握所指內

涵。這將使本書的影響範圍大大限縮在學院

之中，因為產業讀者恐怕缺乏足夠的毅力，

耐心讀完本書所有論證。

此外是關於管理學界所謂「外顯知識」

和「內隱知識」的問題。一個研究生和一個

在業內工作多年的編輯，他們的差別，就是

「外顯知識」和「內隱知識」的差別（參見

彼得．聖吉《第五項修煉》）。而本書在許

多論題上，對業界內隱知識的轉化，特別顯

得力有未逮，這使得本書在政策或產業指導

的適用性上，形成理論與現實的落差。這當

然受限於著者研究時間或方法學的限制，無

法苛責。

最後是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本書涵括

的範圍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尚未觸及，亦即讀

者端的閱讀研究。這在閱讀模式劇烈變動的

此刻，尤其顯得迫切。線上閱讀的心態、效

率、習慣，與閱讀傳統媒體時，究竟有何差

異，是非常核心的根本問題。

在本書的多篇論文中都已經指明，不

同媒體具有不同的特質，線上媒體尤其具有

傳統紙張媒體從未出現的活性，例如影音表

現、超連結能力、動態更新等等，這些特色

對讀者的閱讀行為有何影響，對資訊的吸收

有何轉變，對娛樂需求有無替換，對知識與

學習有無利基或威脅，甚至更基礎性的，例

如螢幕閱讀與紙本書閱讀的理解力效率差異

等。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實證研究支持，我們

對出版產業的未來的探討或描述，常常不免

淪為紙上談兵，只有更多此類實證研究，才

有辦法讓我們擁有更堅實的工具，去理解閱

讀這個神祕的技巧，如何在新科技的時代成

為新產業的指引，避免犯錯。這個問題本書

基本上並未觸及。但無論如何，本書終究開

啟了產業研究的新領域，具有獨特的貢獻，

值得我們繼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