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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個體書商概說

（1980－2006）
歐陽歡 ◎ 資深華文出版工作者

去（2006）年7月，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新華書店，看到一本

廣州出版社所出版的《財富沙龍》，嫌帶回臺北行李太沉重，抄下

出版社名及書名，回臺北請書店代購，臺北的書店找原出版社──

廣州出版社，竟然買不到；經過大陸出版社的朋友告知，原來它是

個體書商向出版社購買書號所出版的書；不是盜版書，版權沒有問

題，廣州出版社只有賣書號賺一萬五千元人民幣，並不賣書。這是

屬於出版社的「業外收入」。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事實

上在中國大陸，這只是少數人的特權。任何人凡是要出版書籍、雜

誌、年曆畫、掛曆，都需要有書號或刊號，才能印製出版，公開發

行；而這些書號或刊號，完全掌握在出版社手中。出版社在中國大

陸是屬於公營特許行業，至今未開放私營；港、澳、臺及外國人士在 2005 年開始，允許成立二

級經銷商，經營批發及零售門市業務，資本額要人民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出版社目前則尚未

對外開放（注1）。

◆ 何謂「個體書商」？

在中國大陸，出版業包括書籍及雜誌，有聲出版品已經由出版社部門中劃分出，本文後記

再另文探討。目前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大約有五百八十多家，每家出版社都有編輯、發行部門。

每家出版社每年有 100 至 500 本書的書號及雜誌刊號 10 至 50 種不等。其銷售在 1980 年以前，主

要依賴新華書店與郵局的銷售方式；1980年以後，個體書商的崛起，其批發、零售的成績亦為

出版社所重視。

以 2006 年為例，全中國大陸大約出版15萬種書，據筆者粗估，至少有 5％，約 7,500 本書

是由個體書商向出版社購買書號所出版；這些個體書商，可分為三種類型：一﹒二級經銷商。

二﹒一般零售商。三﹒工商出版社。

◆《財富沙龍》，從書的外觀

及內容，很難判定是否為個

體書商所出版。(作者提供)

中國大陸個體書商概說（1980－2006）



42 ．書裡寫著我們活過的人生，以及沒有活過的─邱瑞鑾

一﹒二級經銷商就是一般省市圖書、雜誌批發市場的二級經銷商，擁有圖書、雜誌的批發

經銷權利。

二﹒一般零售商就是一般個體書商、攤商向二級經銷商批貨來零售。

三﹒所謂「工商出版社」，就是沒有正式的出版社執照，只是向當地省市工商局登記公

司，經營出版或雜誌業務，它們或是向出版社承包編輯部，例如海南出版社，其外包編輯部，

一度多達13個之多，散佈在上海、北京、長沙等地。或是承包雜誌，例如貴州教育出版社至少

有3份雜誌在北京、廣州外包，每月獲利在人民幣陸萬元以上。或是直接組書稿，再向出版社以

每本 10,000 到 20,000 元人民幣不等的價格購買書號，然後自行編輯、印刷、出版發行。

◆ 個體書商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個體書商的發展，大約可以分三個階段：

一﹒萌芽期（1979－1989）

自 197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推行四個現代化，採用「改革開放」政策，

中國大陸的書刊業，也由新華書店及郵局為主的「主渠道」銷售制之外，由數十萬個體書商、

書攤，如同螞蟻雄兵般，形成所謂的「二渠道」，令中國大陸出版管理單位為之側目，不得不

在各大城市成立圖書批發市場，來加以管理規範。

個體書商的起源，一般說法是 1983 年在湖南省長沙市黃泥街首先聚集形成書街，至於誰是

第一位個體書商則已經是不可考了。

1980 年代的個體書商，前5年主要是單純的書刊銷售而已；1985 年才開始有個體書商開始向

出版社買書號自行編輯印刷發行。至 1989 年「六四民主運動」失敗後，中共新聞出版總署趁機

加以整頓，導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等 11 家遭到撤銷，北京周報出版社等 21 家勒令停辦，文

學古籍刊行社等 9 家被合併（注 2）。

二﹒擴張期（1990－1999）

1990 年代，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市場需求，個體書商以每本 10,000 到 20,000 元人民幣

向出版社購買書號、刊號，組織編輯班子，組稿印刷發行；更有不少個體書商，將臺灣、香

港、日本文學作品、武俠小說、漫畫，肆無忌憚加以盜版，獲取暴利。據筆者估計，當時每年

盜版書刊，超過壹萬五仟種之多。甚至有個體書商自行組稿，偽稱是國外名人所著，例如：

1999 年 1 月，廣州竟然出現一本「偽書」：《萊文斯基自傳》，自行杜撰描述萊文斯基成長與

美國總統柯林頓的情色關係；震驚北京中南海，中共外長錢其琛在國務院會中拍桌大罵，指責

該書「破壞中美關係」，中共新聞出版總署為此事立案派人南下調查，將該書出版商判處無期

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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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型期（2000年迄今）

個體書商一般都是單打獨行，自 1990 年代後，不約而同的依附在中國大陸每年定期舉辦的

全國書展（注 3）或各地的圖書訂貨會；每當有書展，開展前三日，書展附近特定的酒店賓館

房間，展示個體書商的出版品，也是書展之外的書展。2003 年以後，更正式列在各地書展、展

銷會的會前會活動。

2000 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在市場經濟與政府的引導下，各省市出版社、報社開始

進行整合，組成大型出版集團，目前已有 30 餘家，其目的在加快展業結構調整，提高生產力與

國際競爭；各省市新華書店也逐漸加以調整組織，更新門市；四川省新華書店甚至走向上游，

在北京自我組建出版社，購買書號來出版圖書。

1999 年 8 月，中國大陸取締「法輪功」，為控制人民思想，更進一步管控出版社的書號、

刊號。個體書商、出版社在外在情勢嚴峻之下，部分轉向專業圖書、雜誌發行。2004 年，北京

個體書商「創價社」，竟然在公開標價中，打敗新華書店，取得北京統一超商連鎖店（日資）

的書報發行權；少數個體書商，則結合新華書店或其他地方出版社的合作，也取得部分的出版

空間。

◆ 結論

個體書商一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單純的經銷書刊，一種是買

書號、刊號出版發行書刊。當然有不少個體書商是兩者同時經營運

作。個體書商的出現，是因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習慣於

計畫經濟體制下過日子的出版社、新華書店，還不知道如何轉型，

於是一些精明的個體書商，便向出版社買書號、刊號，自己組稿、

編輯、印刷、出版、發行。

個體書商之所以敢冒被出版管理單位處罰的風險，是因為高

額利潤。例如：廣州某個體書商花 15,000 元書號費，向山西省希望

出版社購買書號，出版一本《史努比黃金五十年》，標價 99 元人

民幣，批發價 55 元，版權費加上印製成本頂多30元，每本利潤 25 

元，發行量超過 10 萬本，就有高達 250 萬元的利潤，難怪個體出版業被列為中國大陸十大最暴

利的行業之一。

個體書商與出版社兩者之間，是存在著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特殊關係，許多出版社都和個

體書商合作，已是出版界公開的秘密；個體書商在中國大陸這種出版環境之下，只能猶抱琵琶

半遮面；不管如何，個體書商對於中國大陸圖書市場，有其一定的貢獻。雖然中共新聞出版總

署三令五申的禁止買賣書號、刊號，但是每年還是有近萬件的書號、刊號被轉售，可見有其市

◆《史努比黃金50年》，國外出

版社授權大陸出版，很難掌

握實際的印數與銷量。(作者

提供)

中國大陸個體書商概說（1980－2006）



44 ．書裡寫著我們活過的人生，以及沒有活過的─邱瑞鑾

場需求。然而面對滿街的盜版書刊，有大部分的書連書號都是假的，可見肯向出版社購買書號

的個體書商，還是比較「守法」的個體書商！

個體書商給人最詬病的事，就是盜印版權書刊與銷售盜版書刊；筆者去年 11 月在天津食品

街旅遊時，看到各書攤上所銷售的書刊及光碟，竟然全部是盜版。今天在中國大陸的書店，除了

新華書店及少數大型書店之外，從廣州、深圳、長沙、成都、重慶、西安、武漢、鄭州到天津、

瀋陽，各省市都是盜版重鎮。其他各省區縣市中小型書店及書攤，都是這些盜版書刊及光碟的主

要客戶。這些情況難道主管單位─中共新聞出版總署不知道嗎？面對這種盜版猖獗的現象，中

共新聞出版總署實應嚴查盜版，尊重版權；並且取消書號、刊號監控制度，以落實「憲法」保障

中國公民的出版自由，這樣個體書商與出版社，就可以在相同的起跑點公平競爭了。

後記

光碟盜版的猖獗，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國大陸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中共相關執法單位，

始終沒有拿出實際有效的行動來解決。以 2001 年出品的連續劇《康熙帝國》為例，其正版光

碟在盜版肆虐之下，批發價 200 元人民幣，還曾創下一年內銷售 30 萬套以上，出版商獲利高

達 3000 萬元人民幣，比拍片投資的片商獲利還要高。不過自從 2005 年夏天，光碟壓縮片問世

以來，每片光碟可以容納 10 部電影或 20 集連續劇；一部 40 集連續劇只要 2 片光碟，售價 12 元

人民幣，原本大陸內地三年的版權費，可以賣到 400 萬人民幣，如今連 40 萬元人民幣都乏人問

津，片商只有跟正版光碟出版商按實際銷售拆帳分紅，所得不過 10至20 萬元人民幣而已！

電影更是無所不盜，片商在戲院首輪上映之前，往往要向盜版片商支付百萬元以上人民

幣，請求盜版片商在上映之後 15 天再盜版發行，好讓片商在首輪院線上映時，還有微薄的生存

空間。

目前，廣東省是中國大陸音像業三大基地（上海、北京、廣東）之一，每年從這裡出版的

正版音像製品，占中國大陸市場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時也是中國大陸盜版光碟主要的大本營。

2006 年 4 月，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廣東省稽查總隊、文化局、公安局等部門，

拿著美國商會提供的廣東省 45 家大型盜版光碟壓片廠的名單，突擊廣州、珠海、東莞、深圳等

地的大型音像壓片盜版工廠，查獲數百條生產線，以及大批盜版光碟成品，並勒令這些盜版光

碟壓片廠休息一個月；此次行動，成為中共胡錦濤主席帶給美國布希總統的禮物之一。4 月下

旬，胡錦濤返國後，一切恢復舊觀，盜版光碟壓片工廠繼續照常壓片盜版！

廣東省文化稽查隊人員表示，盜版光碟的利潤，以臺灣導演李安所拍攝的《斷背山》為

例，每片壓片成本 1.6 元人民幣，批發價 3.2 元人民幣，零售價 6∼8 元人民幣，利潤十分可觀；

這些盜版光碟銷售，每月都能製造 10 名以上的百萬（人民幣）富翁（注 4）！

根據美國電影業協會的統計，2 0 0 5年中國的盜版電影造成美國電影業損失高達

二十六億八千九百萬美元。中國大陸是盜版最猖獗的國家。中國大陸對於外國影片、音樂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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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及書籍發行有嚴格限制，目前每年只允許 20 部外國影片在中國放映，然而每年市面所看到

的盜版光碟片，至少在 1000 部以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始作俑者，中共新聞出版總署也！它

對於有所謂「憲法」明文保障中國公民的出版自由，蠻橫加以限制控管；對於各種盜版書刊、

光碟滿天下，卻視而不見，實在令人憤怒又無奈啊！

注釋

1.  目前已經有德國貝塔斯曼出版公司，1997年以讀書俱樂部的方式進入上海，投資超過五千萬美金，歷經

十年努力，終於在2005年取得部分圖書出版權；香港TOM.COM亦取得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經營權；臺

北城邦集團，據聞在北京上海也取得4份雜誌經營權。這些都是靠特殊關係才能取得，中共新聞出版總

署只是選擇性許可而已！目前港、澳、臺及外國人仍然禁止開設出版社。

2.  新聞出版總署圖書管理司編，《圖書出版管理手冊》，1992年，遼寧大學出版社，頁1035。

3.  中國大陸全國性國內書展起自1987年，1至2年在各省市輪流舉辦一次，至今已舉辦過16屆；北京國際書

展自1986年起，每二年舉辦一次。

4. 賴錦宏，〈胡錦濤將訪美 廣東嚴打盜版光碟〉，《聯合報》，2006年3月16日A13版。

◆  這是個體書商極少數全國性的聚會，時間為1992年4月，成員有各省市出

版社、雜誌社，甚至有出版局官員。(圖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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