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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出版—這樣一個名詞，這幾年屢被論

者提及。1 9 7 8 年大陸實行改革開放，2 0

餘年來經濟取得顯著的成長。1 9 8 7 年臺灣取

消戒嚴，開放國民赴大陸觀光，隨後也准許

企業或個人赴大陸經商。雖然政府的「戒急

用忍」政策尚未全面開放，海峽兩岸仍然未

全面三通，但雙方於經濟、文化的交流可說

是可增無已。以出版來說，兩岸出版界間的

版權貿易、有關編輯流程中的各項委製、雙

方人員的互訪，都有著重大的突破與成就。

大陸、香港、臺灣在地理位置上互相鄰近，

由於同文同種，往來無礙，在 1 0 屆版權促進

會與 6屆華文出版聯誼會的運作下，海峽兩岸

三地的出版交流密切，成果也十分豐碩。從

1 9 8 7 年至 2 0 0 0 年可以總結為華文出版兩個最

重要區塊彼此碰觸交流的第一階段。

2 1 世紀伊始，海峽兩岸也即將加入W TO，

一個全新的華文出版形勢已在快速蘊釀成

形。臺、港、新在工商經濟的發展同居「亞

洲小龍」之列。雖然其人口總數僅有 3 千餘

萬，其在出版產業的發展上，表現相當亮

麗。以臺灣為例，人口有 2 千 3 百餘萬，人均

所得超過 1 3,0 0 0 元美金，出版消費人均逾 1 8 0

元美金，如果以此為基礎基數，來看 2 0 1 0 年

後的華文出版產業將有超過 2,5 0 0 億美金的產

值，加上華文出版中正在快速發展的雜誌，

其廣告收入也計入出版營收的話，那這將是

一個龐大的出版市場。眾多的人口、成長中

的經濟以及相對於歐美日仍然較低的出版水

平，這幾個因素的乘績，將會組建出一個令

人憧憬而機會無限的遠景。在迎向這樣一個

全新的時代，華文出版的企業化頓時成為一

個熱門的話題。再加上原加諸於出版產業的

政策制約的放開，如今又已是一個無時空限

制的網際網路時代，給予內容產業更大的發

展空間。

華文出版主要區塊的現況　

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起，大陸實行改革開放

政策，促成經濟發展，連帶在出版事業也有

長足的進步。1978 年大陸僅有 105 家出版社，

至 2000年已有560餘家。據統計，1992年圖書

出版與發行人員共有 2 3 萬 6 千餘人，至 2 0 0 0

年應已突破 3 0 萬人。2 0 0 0 年大陸圖書的營業

額大約有 400 億人民幣，如果扣除教科書與參

考書，一般圖書約在 150 億人民幣，約等於美

金 1 8 億，這等於每人每年對圖書的消費約

1.3 8 美元。可以說從 8 0 年代末至 2 0 世紀結

束，這 1 0 餘年間，大陸出版事業有了較快速

的發展，但相較於出版先進的國家或地區，

這樣的水平仍低，從另外的角度來看，也可

說「深具發展潛力」。

在晚近 1 0 年中，大陸為應運新的出版形

勢，也做出許多相應措施，其中犖犖大者如

自負盈虧的經營策略、集團化、鼓勵「社刊

工程」等等。自負盈虧代表對有效經營的重

視，也標識著從「出版導向」向「行銷導向」

並進一步向「讀者導向」跨越的意義。較早

期的集團化策略，被以「造大船」來比喻，

因為是「一套人馬，二塊招牌」管理與經營

混為一體，其成效有限。1999 年 2月上海世紀

出版集團的成立，意圖打破原來管理與經營

不分的制約，專以出版經營為核心，算是取

得較為正確的方針。類似這樣的集團，會快

速的在大陸成立，集結資金、人才與技術以

迎向出版的新世紀，顯然大陸已經有了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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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鼓勵優質出版社創辦刊物，這幾年也是

甚囂塵上。「雜高書低」是出版市場日益明

顯的趨勢，一個出版機構配屬有幾個良質雜

誌，從發行與廣告去締造更多營收，也是一

個正確而重要的發展途徑。

面對新世紀以及加入 W TO 的新形勢，顯然

大陸理解外來資金與技術的進入一定會帶來

衝擊與挑戰，但也會帶來新的增長點。如何

能夠「把餅做大」，才是主要的課題。

臺灣人口雖僅有 2千 3 百餘萬，僅佔大陸人

口數的 1.7%，但其圖書營業總額卻與大陸相

當。據統計 1 9 9 2 年臺灣每人每年對圖書雜誌

的消費支出約 2,9 0 0 元臺幣（約合美金 8 7

元），至 2 0 世紀末，粗估應逾 6,0 0 0 元（約合

美金 180元），其中圖書部分約佔其70%。

臺灣是自由經濟市場，在 1 9 9 9 年初廢除出

版法後，圖書出版事業完全開放與競爭的狀況

之下。目前臺灣有 6 千餘家出版社，雜誌有 7

千餘種。這樣的盛況也可說是另外一種世界奇

蹟。所以說，台灣出版事業是一種相當集約式

的經營，寸土必爭，百花齊放，好不熱鬧。

香港的出版業是從 6 0 年代後期開始發展起

來的，目前登記的出版社有 200 餘家，每年出

版的新書 2,000 餘種（1994）。1994 年的中文圖

書銷售額約港幣 4.5 億（不含漫畫、漫畫銷售

約 4億），這一年中從大陸進口的圖書約 15,000

種，從臺灣引進約8,0 0 0種。由於香港的人口數

僅約 600 餘萬，又緊鄰華文出版圈的兩個最大

區塊─大陸與臺灣，所以呈現自我出版新書

量少，引入書種較多的現象。

臺灣在自由經濟的環境中，圖書出版產業

�的「編」、「印」、「發」已然成為一個有

效率有規範的體系。在臺灣出版是可以自由申

請成立的，臺灣有 6,0 0 0 餘家出版社，各擅勝

長，優勝劣敗，有著其獨特的生態。臺灣每

年出版新書約 2 0,0 0 0 餘種，其中 9,0 0 0 餘選題

來自歐美日，這反應了臺灣圖書出版市場規模

狹小，業者無心或無力於自創選題，所以選

擇簡單的「拿來主義」也有其不得不然的無

奈。在這樣十分集約的經營形態下，臺灣較

有企圖心的出版業者，集結人才、資源、技

術、經驗與資金，期待向一個較大的將要起

步的出版市場，尋求發展是十分自然的。大

陸在出版事業的「編」、「印」、「發」或從

圖書行銷的 4 個 P（product、price、place、pro-

m o t i o n）都處於較為初級的狀態。從人口數、

經濟成長潛力、圖書出版經營各面所具有的

改善空間，這三方面優勢的乘積，構成一個

很大的成長可能，也因如此，如同其他產業

在大陸的發展，大陸的出版產業也一樣形成

「磁吸效應」，吸引著臺、港、新馬以及國外

出版機構的目光。可以說 2 1 世紀華文出版業

的遠景，相當程度與大陸圖書市場的變動與

發展有關。

華文出版的企業化

華文出版可望成為世界第二大語文出版市

場，面對這種一個全新的時代，大陸、香

港、臺灣、新馬這幾個主要的華文出版區

塊，為著再發展而顯得動作頻頻，是十分自

然也是正在進行的事。華文出版圈中的各機

體透過水平或垂直的整合、策略聯盟、集團

化、資本化、多元化、跨地域甚至跨國家的

總總策略，集結資金、人才與技術，以迎向

新創造與新開發，將是華文出版企業化的主

要手段。

一、出版集團化的問題

出版的集團化在華人企業中是較晚發展出

來的。集團化其實質與核心是為追求企業最

大的規模效益而存在的。做為華文出版圈的

企業化問題，很難不談到出版集團化的問題

（註 1）。

1.歐洲的出版集團

談到世界各國的出版集團，必先提到德國

的貝塔斯曼（B e r t e l s m a n n）集團。此集團由

卡爾．貝塔斯曼於 1 8 3 5 年在德國慕尼黑市

創建。1 6 0 餘年來，該集團已成為最國際化

最多元化的出版集團。根據〈世界圖書報

告〉顯示，至 2 0 0 0 年其營業額已高達 2 0 0

億德國馬克（約 1 2 5 億美元）。該集團於

華文出版的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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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年與上海中國科技圖書公司合作成立

「貝塔斯曼上海文化公司」，以圖書俱樂部

的方式打入中國圖書行銷市場，據說其會

員人數已達 1 0 0 餘萬。其它如丹麥的約格

曼出版集團（Egmont Group），該公司成立

於 1920 年，已在全球約 30 個國家與地區，

成立了數十家出版相關企業。法國的樺榭

出版集團（H a c h e t t e），其年度營業額達 1 0 0

餘億法郎，其集團的旗艦雜誌─《她

（ELLE）》在全球有 20 幾種語言的版本。義

大利的出版事業是由蒙大多利集團

（M o n d a d o r i）、利佐里─法布利集團

（R i z z o l i - F a b r i）及迪亞哥斯提尼集團（D e

Agostini Group）等三大集團呈現鼎足而立

的局面。英國是歐洲出版的重鎮，也是美

語出版的第二大來源。英國出版集團的三

大巨頭分別是里德（R e e d）、麥斯威爾集團

（M a x w e l l）以及皮爾森集團（P e a r s o n）。由

於競爭十分劇烈以及財務資金的運用策

略，許多著名出版社如企鵝圖書出版公司

（P e n g u i n）、渥克（ Wa l k e r s）、柯林斯

（C o l l i n s）等公司，也被出版集團公司收

購。近年來以精緻圖片為特色的多林金德

斯里（Porling Kindersley）出版公司對中國

圖書出版市場也表現十分積極。朗文

（L o n g m a n）出版集團在大陸以字典、參考

工具書為主，已取得不錯的成績。

2.美國的出版集團

美國能成為世界出版傳播最大的帝國是由

許多國際出版集團所造成的，其中赫赫有

名的包括：時代華納出版傳播集團（Ti m e -

Wa r n e r）、赫斯特（ H e a s t s）、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康納斯特（Conde Nast）、

迪士尼（D i s n e y）以及麥格羅．希爾（M c

Gram Hill）等。據統計2 0 0 0 年美國全國圖

書出版總營業額超過 200億美元。

3.日本的講談社出版集團

在日本講談社可以說是日本歷史最悠久，

年營業額最大的出版公司。講談社的年營

業額 2,0 0 0 億日幣以上，幾乎等於整個臺灣

出版業的年度總額。日本較著名的出版集

團還有集英社、小學館及福武書店等。講

談社至今仍然是一家股票未上市的家族性

出版公司，其登記資本額只有 3 億日幣，

而其於 1 9 9 1 年的公司利潤卻高達 1 9 7 億日

幣。這種情況，在全球的出版集團中可說

是絕無僅有。

4.新加坡時報出版集團

新加坡時報出版集團是上市的公司，附屬

公司分佈於 1 0 餘國家地區，是一家多元營

業的跨國公司。1 9 9 5 年該公司的年營業額

約 4 億美元，其中海外附屬公司就創造約

焆以上。該公司背後的大股東主要是大東

方人壽保險公司、華僑銀行、萊佛士以及

發展銀行等委託私人有限公司，以法人機

構為主要股東是其特色。該公司已與中國

大陸的瀋陽新華印刷廠合資設立遼寧時報

新華印刷業有限公司，並於 1 9 9 6 年正式生

產。此公司另與瑞士媒體公司合資在香港

成立香港泰業有限公司，並計畫前往大陸

拓展業務。

5.香港的聯合出版集團

聯合出版集團成立於 1 9 8 8 年，其集團的一

些子公司不乏歷史悠久的出版社。其中商

務印書館成立於 1 9 1 4 年；中華書局成立於

1 9 2 7 年；三聯書店則成立於 1 9 4 8 年。該集

團下有數十家子公司，在美國、加拿大、

英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中國大陸都有

其附屬機構。

6.臺灣的出版集團

相較於歐美日新港等出版集團，臺灣的出

版集團化不多見，其規模也甚小。目前註

冊成立的出版社有 6,000 餘家，雜誌有 7,000

餘種。在狹窄的出版市場中，小巧玲瓏、

機動靈活是其優點，而格局不大難以伸展

是普遍存在的課題。臺灣出版社年營業額

超過 10億新臺幣（約 2,900萬美元）的不超

過 5 家。1 9 9 6 年臺灣城邦出版集團以股票

交易與增資換股的方式，公開以「出版集

團」的名義向外界預告其雄心，而其 2 0 0 0

華文出版的企業化



通　
論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
民
國
90
年
7
月
號

6

年營業額也僅8億台幣（約 2,4 0 0 萬美元），

與上述出版集團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7.大陸的出版集團

9 0 年代初，大陸出版界吹起了「造大船」

之風，各個出版集團紛紛設立。這一階段

大陸的出版集團主要以行政權力為紐帶，

有所謂「兩塊招牌，一套人馬」之議，較

難發揮集團內部的積極性。1 9 9 9 年初以上

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為主幹的

「世紀出版集團」宣布成立，試圖以資產為

紐帶，以專業為核心，來迎向新世紀。此

後，這一形式的出版集團也有多家設立。

以上所論及的出版集團，都由十幾甚至數

十家上百家公司所組成，除圖書、雜誌外，

更涉及到印刷、報紙、電視、多媒體、電

影、音樂等領域。一個以「大傳媒」為觀念

的文化傳播集團成為發展的主流。

二、策略聯盟方興未艾

出版的集團化是為追求規模效應，但也不

是出版發展的唯一途徑。在出版的先進國家

中，出版集團雖佔有其出版總市場的相當比

率，但超過 6 0% 的市場仍然是為數眾多的出

版社所開創。具有特色有風格有活力的較小

型出版組合，仍有其重要性。透過水平整合

或垂直整合，兩個或兩個以上出版機制的運

作與連結，經常可見。茲舉一些我最近聽聞

到的消息做為例子：

1.臺灣儂儂集團主導，結合德國B u r d a、義大

利 R i z z o l i 以及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共同

投資創辦了《Living 生活便利》雜誌。儂儂

的吳麗萍女士表示：「集團的最大希望是

能夠進入中國大陸。」

2.臺灣的秋雨印刷公司是上市的公司，據該

公司總經理林耕漢先生表示，秋雨已與上

海世紀出版集團合資成立出版物流公司。

3.日本角川出版社與秋雨合資成立《 Ta i p e i

Wa l k e r》雜誌，及準備與北京輕工業出版社

創立《Beijing Wa l k e r》，與上海出版社合資

創辦《Shang hai Walker》。

4.由華人在美國經營的天林媒體投資集團，

與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協議，準備合

作大規模引入美版雜誌與臺灣圖書雜誌。

5.1999年 2月，上海 5家出版社成立世紀出版

集團，資產達 6 億多，估計不同類型的集

團會相繼成立。出版業與其他行業的結

合，朝向「大出版」、「大傳媒」的觀念正

在逐步形成中。

6.臺灣某著名出版社，正籌組一個聯合出

版、印刷、高科技業者的雜誌經營集團，

除以臺灣為市場外，大陸也是主要目標。

7.臺灣錦繡出版集團，正協助大陸某出版社

爭取獲得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簡體

字版的授權，以此為雙方進一步出版策略

聯盟的開始。

8.香港Tom.com，收購臺灣Pc Home 與城邦出

版集團49% 股權。

顯然，一個結合國際、海峽兩岸四地出版

資源的大華文出版市場，正在快速的蘊釀與

成形中。隨著大陸與臺灣相繼加入 W TO 之

後，華文出版圈中的某些障礙，也勢必逐漸

撤除。中國大陸出版界已然面對著海外資金

與技術雙重的擠壓與挑戰。如果大陸出版界

能認知這形勢轉為有效應運，未嘗不是大陸

出版產業可以借力使力的契機。

華文出版區塊各自可努力的方向

一、大陸

1.隨著時代的進展，適時於法令面調整、先

從零售、批發漸及出版准予外資投入。讓

出一些市場、引入資金與技術，厚實大陸

出版產業總體能力，「把餅做大」、「以我

為主」，既不失主體性，又可創造雙贏。發

展良好的圖書出版產業，對提升國民知識

水平十分重要，也是大陸邁向知識新世紀

的必要過程。

2.大陸每年出版新書約 5、6 萬種，透過版權

貿易引入的新書約 6,000 餘種（1999），引入

書種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在與外來出版體

接觸的過程，大陸出版界的選題與表現力

可隨之抬高。出版力的提升，也是加增營

華文出版的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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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額的重要因素。

3.有關行銷通路與支付機制的健全化，也會

帶來出版營銷的提升。書店的增加以及界

於出版於書店間的代理商制度的建立，對

出版業發展有其重要作用。大陸 2 0 0 1 年準

備開放零售，2 0 0 3 年開放批發之政策，就

是針對這個環節來規劃的。不可諱言，大

陸出版社與書店的應收帳款問題，長期困

擾著出版業者，極需得到結構性的改善。

4.有關促銷能力的提升，也是出版產業的增

長點。出版行銷除書店外也可開闢郵購、

書友會、電話行銷或人員直銷、展覽銷

售、活動銷售等等，以增加圖書與讀者的

接觸點，帶動營業額的提高。

5.社會信用制度的建立，如分期付款、刷卡

付款、支票使用等，也有助於出版社的業

務發展。但此項於臺、港、新發展良好的

社會消費習慣，何時能在大陸建構出來，

也許需要一些時間。

總的來說，隨時代推進，大陸的出版產業

自有其發展性，就出版經營面也存在著許多

可改善的空間。

二、臺灣

臺灣的出版產業相當發達，國際化也很

深，已經到了所謂集約式的經營狀況。我認

為臺灣出版產業的再發展主要途徑有二端。

1.從創新產生新需要

臺灣每年人均所得逾 1 3,0 0 0 美金，國民知

識水平也高，是出版產業的重要利基。臺

灣出版社可從選題、出版創意、新表現

性，更重視分眾、小眾，也就是從「讀者

學」這個角度來創造新出路。從臺灣出版

選題與新雜誌的創辦上可看出此一趨勢。

2.集結資金、人才技術向更大的華文出版市

場整合。臺灣出版業可以透過水平整合與

垂直整合，以出版經營能力為核心，朝向

資本化、專業化、多角化與國際化的方向

來經營。

三、香港

香港與新加坡工商化較早，以這方面的經

驗投入出版產業各環節的整構。雖不直接參

與出版的過程，但經由穿針引線，將散見各

處的出版產業的要素整合，有其發揮空間。

專業能力是企業化的核心

有效經營是企業化的目的，出版產業也必

然要受到市場經濟的考驗。從較富理想性、

政策性的出版導向時代，向同時追求利潤以

維發展的行銷導向跨越是順理成章的。華文

出版的企業化在新時代來臨的此刻，是所有

華文出版業者共同面對的課題。在以往華文

出版圈的幾個主要區塊，存在著區隔與獨立

的運作狀況，在 2 1 世紀必然有著頻繁的碰觸

與磨合。出版產業承擔著文化傳播的使命，

其發展與否，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社會百姓

大眾的知識與素養水平。在知識經濟時代，

華文出版市場的成形有必然與必要性。我們

完全理解，做為未來最大區塊的大陸出版產

業，因為總體考量與客觀情勢，仍然存在著

這樣或那樣的法令限制。但我一直確信，引

入外資與技術並與出版先進機構充分交流，

吸收其所長，為振興華文出版的不二法門。

在開放華文市場的同時，只要能掌握中國文

化的主體性，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現代新解。

無論如何，華文出版圈或華文出版社，其

發展的遠景最後總要歸結到專業能力。不管

是經由集團化、資本化、水平整合、垂直整

合或其他的手段，來面向一個全新華文出版

市場，專業能力（人才、技術、經驗、資金

的總和）才是其中最大的要素。（本文係作

者應邀參加第二屆新加坡世界書展研討會

（2001年 6月 2日）專題演講全文）

附註

註 1.「出版集團的問題」資料引自林訓民、陳

信元先生所著《大陸出版集團發展趨勢

及影響》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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