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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分析是瞭解地區發展實力的一個重要方法，對於華文出版市場來說，未來單一華文

出版市場的發展觀察，除了產業整體外，深入到出版社是有必要的。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

對兩岸四地共105位出版人分別就當地出版企業競爭力進行評估，調查結果與說明如下。

◆ 出版企業競爭力總表現

根據本研究所回收的評估調查，大陸、臺灣、香港與澳門四地出版人就當地的出版機構

給予自評，企業競爭力評估的項目包含了出版企業的「選題企劃」、「出版運作」、「市場營

銷」、「品牌塑造」、「文化凝聚」、「創新技術」、「人力資源」、「資金運作」、「多元

發展」九項指標共54個細項評估，從這些具體而細微的表現上，可以看出四地企業競爭上的核

心特點。

出版社自評後競爭力平均總分的排名先後順序為：臺灣（3.95）、大陸（3.82）、香港

（3.42）、澳門（2.85）。臺灣和大陸在企業的競爭力總體上差距不大，澳門則落居在最後。大

陸出版社前三項的競爭優勢順序為：1.「資金運作」、2.「文化凝聚」、3.「品牌塑造」；臺灣

為：1.「出版運作」、2.「文化凝聚」、3.「資金運作」；香港地區：1.「文化凝聚」、2.「出

版運作」、3.「資金運作」；澳門地區：1.「文化凝聚」、2.「品牌塑造」、3.「資金運作」。

臺灣出版社在「出版運作」、「市場營銷」、「文化凝聚」、「創新技術」、「人力資源」、

「多元發展」六大項目競爭條件上優於大陸出版企業，「選題策劃」、「品牌塑造」和「資金

運作」則弱於大陸出版社。香港和澳門在整體企業的競爭表現上，都落於大陸和臺灣之後，特

別是澳門，該地區出版單位競爭力只約近一般的水平。（見表1）

表1：兩岸四地產業競爭力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1 選題企劃 3.93* 3.85 3.62 2.62 

2 出版運作 3.98 4.36* 3.67 2.98 

3 市場營銷 3.87 3.94* 3.00 2.85 

4 品牌塑造 4.02* 3.89 3.33 3.02 

5 文化凝聚 4.11 4.21* 3.83 3.67 

6 創新技術 3.33 3.72* 3.00 2.33 

7 人力資源 3.69 3.85* 3.67 3.00 

8 資金運作 4.13* 4.11 3.6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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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9 多元發展 3.30 3.65* 3.00 2.17 

總平均分 3.82 3.95 3.42 2.85

（5=非常滿意，4=滿意，3=一般，2=不滿意，1=非常不滿意；*表示該項得分最高地區，以下同）

有關兩岸四地出版企業的九項指標具體細節的表現情況，如下：

一、選題策劃

「選題策劃」共有六個執行能力（詳見表2）。在選題企劃工作能力上的表現，大陸優於臺

灣和港澳的部分為「對稿源取得的能力」（4.33）和「利用政府的資源能力」（3.89）。臺灣則

在「對讀者喜好掌握能力」（4.17）、「各部門參與企劃能力」（4.25）、「對產品發行與製作

預測能力」（4.17）等市場化和組織參與方面獲得較好的評價，評估結果與四地對臺灣出版的印

象大致吻合。香港「在各部門參與」（4.0）、「引進版權」上（4.0）也有很好的表現，甚至在

「引進版權的能力」上，香港自評居四地之首。因香港地區屬於國際交流匯聚之處，國際版權

人才具備，雖然囿限市場規模使香港不就版權進行無謂競爭，但香港版權引進能力卻是毫無疑

問。大陸在利用政府資源的能力上遠超其他三地，這是大陸政府在出版上給予特殊的政策補助

和各項優惠所致，為其他三地所不及。

表2：選題策劃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對稿源取得能力 4.33* 4.08 3.80 2.92 

利用政府資源能力 3.89* 2.92 3.00 3.00 

對讀者喜好掌握能力 3.78 4.17* 3.00 3.00 

各部門參與企劃能力 3.78 4.25* 4.00 2.80 

對產品發行與製作預測能力 4.00 4.17* 3.90 2.00 

引進版權的能力 3.78 3.50 4.00* 2.00 

二、出版運作

表3「出版運作」指標具體能力有六項，這個指標中六項執行能力，臺灣都獲得一致的最

高分。大陸在「發行」（3.56）和「庫存控制」（3.56）的環節上表現，並不是太好，在發行環

節上的能力甚至弱於香港（4.00）的表現。香港在「出版運作」的指標表現，能力相當的均衡；

澳門普遍缺乏編輯人才，相關能力比較弱，其「印刷環節控制能力」（3.33）則高於「編輯」

（2.56）。臺灣在「對成本的控制能力」較其他三地表現高出許多，包含印刷與編輯成本的控

制。另外，庫存與發行息息相關，在調查中臺灣也明顯優於其他三地。從總體九項指標中，臺灣

在「出版運作」各項都超過的四等評分，且明顯超越大陸、香港和澳門。臺灣在圖書的編輯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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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相對比較擅長，在面對市場化中，做好這圖書唯一的商品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競爭關鍵。

表3：出版運作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對編輯環節掌握能力 4.22 4.33* 4.00 2.56 

對印刷環節掌握能力 4.00 4.33* 4.00 3.33 

對發行環節進度控制能力 3.56 4.33* 4.00 3.00 

對編輯成本控制能力 4.33 4.50* 4.00 3.00 

對印刷成本控制能力 4.22 4.58* 3.00 3.00 

對庫存控制能力 3.56 4.08* 3.00 3.00 

三、市場營銷

整體在「市場營銷」指標方面，臺灣的競爭能力高於其他三地的表現，尤其在「市場調查

分析能力」（4.08）、「市場營銷計畫能力」（4.08）、「市場反應能力」（4.08）、「市場售

後服務能力」（4.33）等項目，此調查顯示，臺灣出版社對於市場的反應和服務是比較好的。

大陸在「開發新讀者（新市場）的能力」（3.67）和「與通路（渠道）關係維護與掌握能力」

（4.11）上優於其他地區。從表4中可看出，兩岸四地在對於開發新讀者的市場能力都表現較

弱。臺灣是分眾化下出版盡出，面對2,300萬人口已經是將讀者消費的非常透徹；大陸則是有很

大部分的讀者還未開發，但是發行卻無法接觸到這些讀者，對於大陸來說，挖掘新市場是一個

既容易又困難的事情，容易在於發現，難在如何接觸。香港和澳門在這方面似乎表現平平，兩

地區的能力相當，表示在一個小區域範圍內的市場，作過多的深耕和挖掘，很不經濟，因此對

出版日常的工作上，便不會特意去進行培養，或比較容易忽略市場開發。

表4：市場營銷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市場調查分析能力 3.78 4.08* 3.00 2.56 

市場營銷計畫能力 3.89 4.08* 3.00 3.00 

開發新讀者（新市場）的能力 3.67* 3.33 3.00 2.56 

與通路（渠道）關係維護與掌握能力 4.11* 3.75 3.00 3.00 

市場反應（反饋與應變）能力 3.78 4.08* 3.00 3.00 

市場售後服務能力 4.00 4.33* 3.00 3.00 

四、品牌塑造

「品牌塑造」競爭指標方面，大陸出版企業超越臺灣、港澳三地，在六項能力中，只有

「長期對某系列商品投入能力」（3.89）落在臺灣企業（4.17）之後。（表5）

大陸出版社「做大知名度」一直是慣有的作風，對於展露出版社品牌的機會從不放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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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金上的投入也毫不手軟。從各書展上大張旗鼓的大招牌、大展臺，報章雜誌上的企業廣告

等等，都說明了這指標上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大陸單一出版社在這方面的資金投放，是臺灣、

港澳地區的出版社所比不上的。兩岸四地出版社同時「對公司信譽維持與讀者忠誠度掌握能

力」、「對品牌管理與形象維護能力」都具有良好的能力，這是可用無形的資產去進行維護的

能力。在「出版精品與長銷品的能力」方面，大陸在政策指導下，出版做出「精品」視為各出

版社的一項工作指標，幾乎所有出版社都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推出精品，這樣的能力自然因為

工作需要而被擠上來；臺灣在這項能力（4.17）的表現也非常好，相呼應在「長期對某系列商品

投入能力」（4.17）的表現。從調查來看，大陸雖在「出版精品」下足功夫，卻沒有經營「長期

對某系列商品投入能力」的能力，突顯大陸出版投入短期回報的經營現象。

表5：品牌塑造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公司信譽維持與讀者忠誠度掌握能力 4.11* 4.08 4.00 4.00 

出版精品與長銷品的能力 4.56* 4.17 3.00 3.00 

長期對某系列商品投入能力 3.89 4.17* 3.00 2.00 

對品牌管理與形象維護能力 4.22* 4.17 4.00 4.00 

運用媒體廣泛宣傳能力 3.78* 3.50 3.00 2.56 

公司參與社會活動曝光能力 3.56* 3.25 3.00 2.56 

五、文化凝聚

有關「文化凝聚」指標項目以臺灣出版社表現最好。「公司是否有明確設立宗旨」

（4.50）、「公司對社會環境調適能力」（4.17）、「公司留任核心員工的吸引力」（4.17）、

「吸引優秀員工加入的能力」（3.92）的四項能力臺灣表現優於其他三地，在「公司領導人員

對其他員工的影響力」方面，雖不是兩岸四地中最好的，但是能力表現也相當突出（4.33）。

大陸出版社在「公司員工對企業認同程度」（4.33）、「公司領導人員對其他員工的影響力」

（4.44）兩項則優於其他三地，但是在「公司對社會環境調適能力」卻落居在香港、澳門之後，

顯示大陸出版社長期在政策保護下，削弱了社會變動的反應能力。大陸出版社單位領導人多為

輪調或是官派，對於出版社來說，不論是新官還是長期待著的領導人，對出版社都具有政治和

市場的指標性；而對臺灣來說，領導人則是一個企業的精神指標，公司老闆的作風影響出版的

方向。大陸與臺灣，在這裡分別代表著國家與民營企業兩個不同經營型態的對照。

表6：文化凝聚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公司是否有明確設立宗旨 4.33 4.50* 4.00 4.00 

公司員工對企業認同程度 4.33* 4.17 4.00 4.00 

公司對社會環境調適能力 3.89 4.17*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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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公司留任核心員工的吸引力 4.00 4.17* 4.00 4.00 

公司領導人員對其他員工的影響力 4.44* 4.33 4.00 3.00 

吸引優秀員工加入的能力 3.67 3.92* 3.00 3.00 

六、創新技術

「創新技術」是有關資訊科技的運用能力。臺灣在這項競爭指標中表現為兩岸四地中最

好，但兩岸四地對於在「創新技術」競爭能力目前的表現都並不滿意，普遍認為表現都只有

一般。（見表7）

出版產業的資訊化，在華文出版市場中，要以臺灣最先採用，不管是在編輯技術、發行訊

息或者是媒體使用上，都算是比較早投入。另一方面，臺灣整體在資訊環境優於其他地區，因

此，在「創新技術」相關的表現較好也是無疑的。澳門出版社很多都是非專門經營出版，對於

「創新技術」的投入並不熱衷。從「創新技術」中兩岸四地出版企業競爭能力的評價來看，華文

出版市場的出版企業整體對於在資訊技術、使用科技進行創新的能力有待加強，如何借助IT產業

或者必要時引進IT人才，是出版產業在進入新時代的出版過程，需要去思考以及解決的問題。

表7：創新技術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資訊系統對公司部門的支援能力 3.44 3.92* 3.00 2.00 

員工對資訊系統運用能力 3.33 4.00* 3.00 3.00 

公司網路銷售能力 3.67 3.75* 3.00 2.00 

數位媒體技術使用與出版能力 3.22 3.42* 3.00 2.00 

公司對資訊系統建置能力 3.11 3.58* 3.00 2.00 

員工學習創新技術的能力 3.22 3.67* 3.00 3.00 

七、人力資源

出版社競爭指標的第七項為「人力資源」，這項指標仍以臺灣地區競爭評價最高，但優勢

並不明顯。從各細項評價的分數中，可窺見兩岸四地不同歷史背景所造成的能力差異。（表8）

大陸是在「人力資源管理能力」（3.78）、「經營管理層決策能力」（4.33）兩項中表現

優於其他三地，大陸出版單位中單位領導的決策是很重要的，同時也代表國家的政策執行。臺

灣在「公司員工職業技能程度」（4.00）、「公司員工能力結構合理性」（3.92）兩項表現較

優秀。特別的是，香港在「公司員工職業技能程度」（4.00）、「公司對員工教育投入程度」

（4.00）、「公司員工外語能力比例」（4.00）方面的表現相當不錯。與香港一樣都有被殖民經

驗的澳門，在「公司員工外語能力比例」（4.00）的表現也同樣優秀，港澳兩地在外語人才濟濟

的情況下，對於未來發展華文出版國際貿易上，具備了很大的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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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人力資源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人力資源管理能力 3.78* 3.67 3.00 2.00 

經營管理層決策能力 4.33* 3.92 4.00 3.00 

公司員工職業技能程度 3.89 4.00* 4.00* 3.00 

公司員工能力結構合理性 3.67 3.92* 3.00 3.00 

公司對員工教育投入程度 3.33 3.83 4.00* 3.00 

公司員工外語能力比例 3.11 3.75 4.00* 4.00* 

八、資金運作

出版社「資金運作」評價指標方面，毫無疑問的，大陸的運作能力在華文出版市場中取得

了最佳優勢。（表9）基本上大陸出版企業並沒有資金籌措問題，因為單位的資金原先都來自國

家，在籌措的方面可能比較是屬於在政策輔導下，出版要「做大」、「做精品」向相關單位籌措

補助。臺灣出版社都是中小企業，資金基本都是自行籌措，在使用上自然比較謹慎。因此，在

「公司資金籌措能力」（4.17）、「公司對投資與資金運營能力」（4.08）兩項能力上，優於其他

三地。「公司資信情況」（4.25）也是臺灣表現較好，表示臺灣市場對行業誠信要求相對於其他

地區為高。大陸出版社在經營專案上，一般都把「收款能力」和「營收成長」作為年度很重要的

指標，也會在工作上要求部門去配合，「公司銷售收款能力」（4.33）、「公司營收成長情況」

（4.33）顯示大陸這方面優勢是比較強的。兩岸四地出版企業在「公司營運成本結構合理性」方

面的表現都給予不錯的評價，表示在成本結構上，企業都非常很重視並且做了很好的控制。

表9：資金運作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公司資金籌措能力 3.89 4.17* 3.00 3.00 

公司對投資與資金運營能力 3.89 4.08* 3.00 2.00 

公司銷售收款能力 4.33* 4.08 4.00 3.00 

公司營收成長情況 4.33* 4.00 4.00 3.00 

公司資信情況 4.22 4.25* 4.00 3.00 

公司營運成本結構合理性 4.11* 4.08 4.00 4.00 

九、多元發展

針對出版企業「多元發展」競爭指標來看，兩岸四地表現都很弱，雖然臺灣表現較佳，但在

總分上也不超過3.7。（表10）與「創新技術」能力偏低也相當大的關係，因為「多元發展」同時

需要「創新技術」來進行搭配，「創新技術」競爭能力不高，「多元發展」也就作用不起來。

臺灣出版社「對多元發展市場訊息掌握能力」（4.00）是在「多元發展」競爭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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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現稍微突出一點的項目。而從知道訊息到準備計畫，最終能夠有能力實踐是有一段距離

的。在這項目上呈現與「創新技術」調查結果略同，華文出版市場的出版社普遍都缺乏可以進

行多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在「公司投入數位出版的能力」、「公司多元發展的員工結

構合理性」兩岸四地出版企業都評出了較低的競爭能力。數位發展是出版產業正在興起的道

路，且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數位出版的經濟成長正逐漸超越傳統出版，這是華文出版市場應該

要正視，並予以投入發展的方向。出版社應該即時對有關的競爭能力進行培養，以免錯失進入

數位出版的最佳時機。

表10：多元發展

項目 大陸 臺灣* 香港 澳門

公司對多元發展計畫的能力 3.56 3.92* 3.00 2.00 

公司投入數位出版的能力 3.22 3.33* 3.00 2.00 

公司對多元發展市場訊息掌握能力 3.11 4.00* 3.00 2.00 

公司多元發展的員工結構合理性 3.00 3.50* 3.00 2.00 

公司對相關協力資源掌握能力 3.56 3.58* 3.00 3.00 

公司對多元發展計畫的執行能力 3.33 3.58* 3.00 2.00 

大陸地區出版社的發展主要計畫是由政府主管機關去制定，企業對於未來多元發展的計

畫擬定，必須具備比較長的準備時間或者審批過程，一般出版企業也不會輕易為之，只要涉及

發展的議題，大陸出版社便無頭緒，計劃經濟的缺陷影響了大陸出版社可自主性的競爭力。臺

灣地區出版社競爭力在整體各項的表現是比較均衡的，出版社自主機能高，對相關政策期望不

大，正因為自力更生，所以生命力旺盛。香港地區的出版社競爭力多數向度介於一般以上到滿

意的指標，競爭力是在優於一般的情形。在香港，出版社競爭比較不激烈，一些出版風向看臺

灣，即使要進入單一華文出版市場，也以臺灣與大陸互動情況，作為行為決策的依據。澳門地

區的出版單位部分為政府單位支持，競爭力在兩岸四地中表現最差。兩岸四地中，無一地區在

出版企業競爭力表現上，自評為非常滿意，即使單一出版社也沒有，表示了兩岸四地出版社在

產業上的表現還不盡如意，與國際上的出版社或集團都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在多元發展的能力

上，兩岸四地出版社的投入都不夠。

《出版企業競爭力評估表》是現有對出版社競爭力評估較齊全的一份評估表，出版人可以

為自己的出版社評分，並對照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規劃出針對性的培養計畫。不管優劣如何，

臺灣出版社創新運作絕對是維持臺灣出版在華文出版市場卓越的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