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第2085期

主管主办：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外研大厦北楼 邮编:100089 ■ 传真电话:(010)88817657 ■ 网址:http//www.cbbr.com.cn
订阅电话:(010)88817687 ■ 营销中心:(010)88810715 ■ 本版编辑:倪 成 美编:陈爱林 排版:艾林 ■ 电话:(010)88817690－2340

集团化

面对在资本和资源上具备

绝对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具备显

著控制力的出版集团和上市公

司，部分大学社也选择以“集团

化”方式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早

在 2007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

团在北师大社完成转企改制的基

础上组建形成，该集团摈弃了仅靠

行政力量把子公司捆绑在一起的模

式，通过业务对接、资本拉动和市场

化运作，使集团各子公司之间业务

互动、优势互补、相互支撑，已经形成

了资源有效整合的文化产业格局。

在“集团化”的运作下，无论是合资重

组后的安徽大学出版社还是经过股份

制改革、技术性改造的京师印务公司

以及人员重组的北师大音像社均实现

大幅度扭亏增盈。2012年，该集团生产

总值就突破了20亿元，成为名符其实的

大型国有企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则通过“自我裂变、内涵式发展”以及实

行跨地域发展，依靠内生性力量建立起

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到去年6

月，广西师范大学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的揭牌成立，使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

团的发展构架更加充实。如今，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集团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实

力，最近的一次亮眼表现即是——今年7

月，该集团正式宣布以200万美元全资收购

全球领先的建筑设计类图书出版商澳大利

亚视觉出版集团（images公司），一时间成为

业界焦点。大学社中最新的集团化动作当

属今年8月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的成

立，该集团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音像

社及《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组建而成，集团

成立后即在数字化运营等方面有所行动。也

有大学社正走在“集团化”的路上，如以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出版社为目标的清华大学出版社

所提出的“五化”中就包括“集团化”。

事实上，部分大学社虽然并没有以“集团”

冠名，但是也显示出了集团化运作的特点。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杂志社、陕

西师范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合并成立了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华东师大社自改制以来就调整

组织架构，以分社制度模拟集团化，而这种实施

分社构架的大学社其实不在少数。

出版联盟

在100多家大学社中，实现集团化运作的大

学社还是极少数，而且即便是集团化的大学社

与大规模地方集团比起来仍然只能望其项背。

而且，大学社发展情况参差不齐，规模小、生产

集中度低是普遍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整个群体的发展突破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

业者早有呼吁，大学社之间需要设立出版联盟，

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去年年底，天津大学社、

北京理工大学社、哈尔滨工程大学社、大连理工

大学社、华南理工大学社、同济大学出版社、东

南大学出版社等9家大学社成立了卓越大学出

版联盟，以切实加强高校出版社在各领域的实

质性合作。该联盟将通过组织联盟成员专题培

训、交流互访等方式，共同探索发展和管理模

式，推进发展，其拟定的计划是，共同出版学术

著作和教材，统一标志、统一装帧、统一版式、统

一销售，各社组织出版的图书实行交叉终审，以

保证图书的整体质量，力争推出精品；深入挖掘

各高校出版社的优势资源，瞄准国家发展战略

和地方需求，以卓越联盟大学出版社为载体，组

织策划联合申报国家和地方重大出版项目，以

争取国家出版基金和文化建设基金的支持；共

同开展数字出版产业化平台建设，联合申报数

字出版项目，争取国家基金支持；联合推进“走

出去”和版权引进等国际出版工程。

在这种组织性的出版联盟之外，越来越多

大学社通过各种合作伙伴的寻找促成了各种形

式的“出版联盟”，从而实现发展的拓展与延

伸。陕西师大社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合资组建了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展

数字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该社还以基础教育

数字产品为中心，与当地主流媒体（陕西卫视）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打通产业链条。类似合作在大

学社中比比皆是。今年一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等一大批大学社与业内外合作伙

伴推进了大量合作项目。

跨所有制

今年上半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公

司成员企业北京昊福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书业新

三板第一家”，标志着中国新闻出版业混合所有

制经营向资本市场迈出重要一步。借此契机，

于2011年和广西师大社集团开始股权合作的昊

福公司形成了“董监高”三会管理机制，也获得

融资、股份公开转让、资产重组等一系列便利条

件，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去年的

大学社订货会上，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庆辉

在分享发展经验时曾介绍了该社通过股份制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的一些做法。该社和证券日报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产业集团和上海一家

投资公司的基金，共同发起设立武大出版传媒

股份公司，武大社相对控股，并将经营性业务全

部转让给武大出版传媒股份公司经营，出版社

只有出版权，即通过出版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

办法来施行股份制改造。这一运作为武大社的

发展带来了长远规划性发展，武大出版传媒的

经营方向为，以教育为核心，形成以出版、传媒

和教育培训为主体的文化产业集团，一些实质

性项目已顺利推进。目前，很多大学社旗下控

股的公司都实现了良好的“跨所有制”经营，像

北师大社吸收10家民营书业公司，控股成立的

专营助学读物的北京京师普教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在两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经济规模翻一

番。首都师范大学社与民营计算机软件和数据

库公司成立了出版社控股的学师银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推出针对幼儿教育的数字信息服务

平台。另外，一些大学社还联合民营资本开展

印刷发行业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成

立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与之前成立的

两家股份公司一起将业务范围拓展至纸张销

售、数字印刷、数字出版，在地产领域也进行了

适度规模的投资。

专精特新

对于大学社而言，“专精特新”的提法早就

不新鲜，但是现在看来也仍然还是普及率和适

应度非常高的发展方式。与集团化意义下规模

性增长和扩张相对，更多中小型大学社正在“专

精特新”的思路中坚持特色化下的科学、适度发

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曾表示，与

大型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相比，华中师大社无论

在经营还是人员规模上都有一定差距，但在师

范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的出版资源和较强的出版

能力，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明确提出将打造

教育特色鲜明的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中等规模

强社作为发展目标。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依托

有着百年历史的西南交通大学所具有的专业学

科优势、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形成了以“轨道交

通”为主的“大土木、大交通”的鲜明特色，正在

从多个层面构建“大交通”出版基地。2014

年，西南交大社在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一是策

划精品图书，显著提升品牌效应。该社组织实

施“中国轨道交通学术文库”出版项目，文库收

录轨道交通领域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和知名

度的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及重要文献。二是

丰富“大交通”特色内涵，延伸品牌效应。在以

轨道交通为主线的前提下，打造“大交通”出版

体系，扩大特色出版范围。近年来，该社利用

在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面的资源优势，与有

关行业和高等院校深化合作，组织出版了一系

列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面的精品图书，现已

形成一定的规模。湖南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等诸多大学社都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优势，成为细分市场的有利角逐

力量。

后改制时代
大学社探索多元发展模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海颖

随着大学社改制完成，这个曾经从上世纪 80年代异军突起的出版群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后改制时代”。正如业

者所说，与改制过程本身相比，“后改制时代”的大学社将面临更大挑战。在这个时期，转企改制的实质性驱动力需有所体现。

作为独立企业法人的大学社，可以并且必须尝试各种可能途径，为生存和发展找到更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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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社图书订货会到今年已经坚持举办了

27届，一路走来成为反映、记录和助推大学出版

变革、发展的独特符号，也成为业者观察、思考、

探讨发展风向的重要平台。值新一轮订货会召

开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别约请大学版协

理事长、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宗俊峰，与业者就

大学社的现状与未来等问题进行交流与碰撞。

■受访人：宗俊峰（大学版协理事长、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采访人：刘海颖(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近年来，大学社图书订货会不断创新求变，具体而言，这一品牌活

动是如何不断贴近新产业环境下大学社发展的需求和特点，从而更好

发挥风向标作用的？

■大学社订货会已举办了27届，每年都在上届的基础上有所创

新。比如，在去年以“后改制时代的大学出版”为主题的基础上，今年订

货会的主题是“改革·合作·发展——教育出版的新态势与新对策”，持

续跟进和契合国家大政方针和行业发展态势：今年正值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给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年

也是“十二五”规划攻坚之年和“十三五”规划启动之年，我想，第27届

大学社图书订货会所带来的新趋势、新经验、新观点的分享，对推动

大学出版的产业化、市场化建设自当有所助益。

历届大学社订货会，本着新书订货、成果展示、业务研讨、信息

交流、倡导阅读等多种功能，努力打造为建设出版物市场、联系广大

读者、促进出版业发展的综合性平台。在这种一以贯之的特点之

下，大学社订货会也在根据市场现状和大学发展情况不断调整和

完善其功能。针对图书馆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馆配作为订货会重

要订货手段的现实情况，本届订货会将与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合作，

将“2014南京秋季馆藏图书展销会”作为分会场，促进大学社与图

书馆界的深入交流，以期取得更好的订货效果。值得一提的是，

在举办首届中国大学出版社编辑论文大赛的基础上，本届订货会

将首次举办“编辑学术论坛”，为编辑论文大赛获奖论文作者颁

奖，邀请获奖论文作者演讲。此举意在鼓励编辑发挥主观能动

性，为大学出版的发展建言献策，增强编辑主人翁意识，全面提

升大学出版人的综合素质。此次订货会期间，还将在高校举办

“阅读照亮人生——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展”，并邀请作者

举办“阅读照亮人生名家讲座”，以此加强与终端读者的服务对

接。

□眼下，整个出版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大势，大学社群体

也走到了发展的新阶段。概括而言，大学社群体发展呈现出

了哪些阶段性特点？

■以转企改制为转折点和跨越点，大学社在最近十年间

将“改革”作为重要的发展标签。

从外在的名称变更，到日渐深入的实质性的股份制、公

司化改造以至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市场化能力与活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和释放。这个过程中，国家相关政策、外部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也都在发生变化，

因此大学社无论从内在驱动还是外在压力而言，都在努力寻求适合自身的生存与

发展之路，比如越来越多大学社在不断探索多种经营模式，在开拓新板块的同时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在人力资源配置上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制等。总体而言，大学

社在产业变革的大环境下，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加积极、有效的行

动力。

在新一轮的变革和发展期，大学社不仅面临着发展战略的选择，还面临着发

展心态的调试，这其中有冲动有迷茫，但核心一点在于，大学社要坚守“本色”发

展：转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在市场化进程中，在坚持学术为本、服务高校教学与科

研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大众的文化需求，关注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中寻求

新发展、新增长。

从新路径探索效果来看，大学社发展后劲正在逐步凸显。在产品生产能力

方面，大学社在近年来仅有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等极少量

新成员增加的情况下，在出版规模、产品结构优化能力、产品质量等各方面都

实现了明显的增进。在本届大学社图书订货会上，大学社带来全面反映最新

出版成果的精品图书及音像电子数字出版物数万种，其中70%以上为精品教

材和学术著作，另外还有大量优秀的社会大众读物。

在新技术时代的转型战略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社通过机构、人员、制

度、技术和管理的相应调整、充实和完善，将数字出版作为转型布局中的关

键。目前，很多大学社都专门对数字化进行了总体规划，并逐步从对新型

出版形态的观望、研究转向对数字化资源的实践性再造，并且已经在逐渐

推动数字化产品的市场试水。事实上，数字化在更深层面上引领了大学

社对于“出版商”向“教育服务商”转变的发展趋向。而这一点，对于出版

社内部生产和人力资源再造乃至外部资源的引入和合作都将产生直接或

者间接的正向影响。

在产业影响力方面，很多大学社很早就已经走上了“市场化”轨道，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一大批大学

社在出版产业发展的探索性发展中都呈现出了一些富于开拓特征的引领性

做法，成为出版业发展变革中的活性力量。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学社被公认

为是“出版业生力军”。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生力军也正在通过“走出去”不

断拓展国际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大学社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对外文化工

程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大学社群体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

是学术出版等领域逐步体现出了具有特色优势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而

言，大学社这支“出版生力军”，在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大背景下，明确定位，

彰显特色，正在以出色的表现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下转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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