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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日本出版社图书畅销榜

■盛 力/主笔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多家海外相关机构、专家共同推出

·日本分报告

2015 年日本图书和杂志的总销售额

为1.6兆日元，比2014年减少5.2%。其中

图书的销售额约7936千亿日元，同比减少

1.9%。杂志的销售额为8075千亿日元，同

比减少 8.3%。很明显图书和杂志的销售

额有所下降，特别是杂志降幅更大。另

外，杂志的退货率2014年为39.9%，2015年

上升到 41.6%。相反，2015 年图书的退货

率从2014年的38.1%降到了37.7%。

2015年日本出版新书达80048种，同

比减少了 900 种。其中社会科学类占

19.5%、文学类占 16.7%、技术类占 10.4%、

自然科学类占8.8%、历史类占6.5%、儿童

类占6%。2015年新创刊杂志有88种，比

2014年减少了近20种。停刊杂志138种，

2014年停刊杂志有156种。可见，停刊杂

志的数量也有所减少。同时，复刊杂志有

1种，2014年有7种。

日本出版业销售额的顶峰是在 1996

年，高约 2.7 兆日元，之后呈递减态势，

2015年销售额下滑到与1984年持平。而

1984年图书的退货率为39%，杂志为24%，

远远低于2015年的41.6%。

原因1：脱离杂志的现象

日本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杂

志不断创刊，进入了所谓的“杂志时代”，

出现“刊高书低”的现象，出版业对杂志的

依 存 比 较 大 。 但 是 ，1995 年 出 现 的

“Windows95”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发展给

出版界带来了沉重打击。出版业销售额

下滑，出版社、书店关闭。特别是杂志的

信息基本从网上可以得到，购买杂志的人

越来越少，因而“杂志时代”逐步结束，图

书重新回到了主导地位。

如上所述，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

入杂志时代后，出版业对杂志的依存度

很大，但是进入 90 年代后期由于互联网

的发展，读者在网上可以更快更方便地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逐渐脱离杂志，

而这一转变来得如此之快，出版业的体

制又未能迅速改革，所以杂志一直销路

不畅，2015 年退货率高升至 41.6%。据

2016 年 6 月的最新统计，杂志的销售额

32 年来第一次低于图书，到 12 月如果还

是这种情况，那么 2016 年将成为日本出

版的转折年，即从“刊高书低”转向“书高

刊低”的局面。

现在，纪伊国屋这样大型的书店里图

书的比例占 8 成，杂志减至 2 成。脱离杂

志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以出版杂

志为主的出版社纷纷倒闭，整个日本的出

版社的数量在 1997 年最多时有 4612 家，

自2002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2015年

日本的出版社有 3489 家，比 2014 年减少

了45家。

原因2：人口减少与“零读书”的影响

不少专家认为，日本出版不景气是因

为日本人口逐年减少。日本把 15 岁~64

岁定义为劳动力人口，2015年日本的劳动

力人口和 1975 年大体相同，今后还会减

少，这样出版业的销售额很难出现上升趋

势。人口没有增加，可是2015年日本新书

品种数却比1975年增加了4倍，造成了很

多退货，使图书市场一蹶不振。

针对这种看法，有人提出了反对意

见。认为工作年龄和图书阅读数量以及

图书的销售额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0岁

到 14 岁，或 65 岁以上的人不算读者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口减少是各行各

业都面临的问题，而出版业不景气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的人们“零读书”，应该用来读

书的时间全部用在看手机了。日本文化

厅 2014 年 9 月对 2000 人做的调查表明，

45.5%的人一个月中一本书也不看，40%的

大学生一天看书的时间为“零”。

可以看出使日本出版业长期以来难

以翻身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杂志已经

没有能力支撑出版业，体制的改革迫在眉

睫。另外，人口问题、“零读书”等社会现

象虽然不仅是出版业所面临的问题，但是

对出版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搞 笑 艺 人 又 吉 直 树 （Naomi

Matayoshi）的《火花》赢得了芥川奖，在短短

的几个月内《火花》不断再版，发行量突破

了 240 万册。在众多芥川奖获奖作品中，

这也是第一本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个销量级

的作品，是2015年唯一一部销售超过百万

部的作品，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2015年另外一本意想不到的书是法国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

本论》，截至2015年12月底共销售了14万

册。这700多页、定价6000日元的书能吸

引这么多读者，完全出乎出版社们的预

料。该书问世后随即有 20 多种与该书相

关的杂志和图书相继出版，引起了一股“资

本论”潮流。如此高定价的专业性图书能

销售14万册，对日本出版界来说已是一个

奇迹。

对策一：图书馆和研究者成为销售重

点。从上述畅销书例子可见，尽管每年杂志

的销售情况根据市场分析大致可以预测，而

图书销售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很难预测。

图书具有的这种突发性使图书销售有

时很难预测，为了在整体的不景气中保证

一定的销售额，日本最大的图书销售公司

丸善改革以往的销售方式，近年把力量放

在全国的大学图书馆、公立图书馆以及研

究者个人身上。丸善积极向大学图书馆和

公立图书馆提供管理服务，派人去直接管

理各个图书馆的柜台工作，这样各个图书

馆减少了部分人员的开支。通过提供这种

服务，保证了图书馆向丸善购书。另一条

途径是到大学、研究所、制药公司等教育研

究机构，和大学老师、研究员见面，把每个

人的研究内容搞清，然后提供与该研究有

关的国内外杂志和图书。这样省去了老师

和研究员自己上网搜寻和订购的时间，很

受欢迎。

根据丸善公司 2016 年 1 月的统计报

告，书店和网上销售亏损了3.3亿日元，而

面向图书馆的销售达到21亿日元，面向研

究者的销售额达到 18 亿日元。这主要是

因为图书馆和研究者均使用经费，比一般

读者资金丰厚，对高额的外国图书也从不

手软。

改变以往以书店为主的销售方式，寻

找资金充裕的对象，提供服务，这是最近日

本图书销售的一个趋势。“零读书”的现象

短时间内很难改变，那么只好把书卖给有

职业需要而不得不读书的群体，这样可以

比较稳定地保证销售额。

对策二：扩大杂志的定期购买。面对

杂志销售不景气的局面，主要的对策是扩

大定期购买的读者群。首先在价格上给予

优惠，订购一年，仅支付 10 个月的费用。

另外根据订购者所订购的杂志内容每期附

赠一些与该内容有关的其他图书、杂志的

广告等，如时装杂志附赠一个小包，旅行杂

志附带一些地图，幼儿杂志附带一个围嘴，

用这种方式来维系读者。

另外，各个杂志经常搞专题，一期杂志

围绕一个主题，可以抓住对那个主题感兴

趣的读者群。日本杂志的三大主题是：减

肥、英语、理财。减肥一般在过完新年后做

得比较多，因为过新年吃得太多，新年伊始

开始减肥，注重健康的生活。学习英语的

专题在4月出现得比较频繁，因为日本入

学、入职都是在4月。理财的主题多在6~7

月，因为日本7月各个公司发夏季奖金，每

个家庭都要假期旅行，是一个消费的季

节。杂志除了传授理财秘诀，还会介绍一

些省钱的旅游方法。这些主题性的杂志一

般销售还不错，但是数十种杂志同时发行，

相似的内容也使读者大跌眼镜。

资料参考：（日）《出版年鉴2016》2016

年7月刊；（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

闻产业分析报告》（2010年～2015年）

馆配与杂志复兴为日本出版支招

变局中求发展

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德国书业在

变革中求发展，以高品质内容和多元化

经营为基础，不断鼓励创新思想，寻求

与传统书业以外的力量融合，实现跨

界合作的新商业模式。德国书店则以

近乎全渠道的运营策略和出版社积极

创新的方式，将德国书业推进了一大

步。在世界许多国家实体书店大批倒

闭的同时，德国实体书店仍保持繁荣

的发展和广泛的分布，令人称赞。与

此同时，一向传统保守的德国人也在

慢慢接受电子书，电子书在市场上确

立了地位，为德出版业构建起面向未来

的出版架构。

法国出版业在文学图书的带领下，

2015 年实现 0.6%的增长，至 26.67 亿欧

元（约 201.6 亿元人民币）。“阿斯特里克

斯历险记”系列新书的市场号召力、法

国民间文学的长期影响力和各大文学

奖项的公信力，使文学图书首次成为21

世纪以来市场表现最好的图书类别；图书

零售领域，大型文化超市通过广开连锁分

店、大力发展在线销售的经营模式继续领

跑图书市场，实体店则以实体经营为主、

少量网络营销为辅的经营模式，实现1.7%

的年增长。在教材全面改革的推动下，法

国书业将继续这一增长态势。

5大社与亚马逊就电子书销售达成

代销制协议后导致电子书提价，让英国

的消费者重新选择购买纸质书。英国

书业进入了多年来最令人振奋的时刻。

纸质图书零售价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值，

优惠幅度则降到10年来最低值，书业进

入良性循环。心理惊悚小说、健康食谱

及学术自传带动英国纸质书收入取得了

7年来的首次增长。出版商在为数字化

转型以及适应消费与生产的新趋势做出

调整，这也使瓦特斯通及独立书店等零

售店恢复活力，从而完全改变图书零售

市场的面貌。

达成代销协议后美国消费者转向购

买纸质书，同样也带来美国的纸质书市

场小幅增长。大社提高电子书售价导

致自助出版者和小社抢走市场份额。

整体而言，艺术及设计类、家居类及成

人涂色书等非小说均有大幅增长，是美

国书业实现增长的最大亮点。

日本出版业由于杂志销售大幅下

滑，同时受到人口零增长、“零读书”等

社会问题影响，而出现下滑。为此，日

本零售企业采取寻找资金充裕的图书

馆和教育研究机构，提供定制化服务的

方式，增加图书销售，也有的企业大力

扩大定期购买杂志的读者群，以经常推

出减肥、英语、理财等专题或附赠与杂

志内容有关的其他图书等方式，来维系

杂志读者。

韩国出版界 2015 年着力提高图书

被发现的几率。从作者与出版社共同

策划选题和执笔创作阶段开始，出版商

更注重强化与读者密切交流的网络业

务，通过 SNS 等社交方式进行主动传

播，把售书观念从“书店里摆上书架的

书”转换成“从读者的认知和关系网中

产生的书”。同时通过播客和大众演讲

等方式，扩大了忠实读者群。2015年韩

国出版业销售规模达42307亿韩元。

澳大利亚纸质书市场受到实体书

店复兴的带动，营业收入增至 9.79 亿澳

元。不少独立书店开张，部分大型连锁

书店销售收入连续 4 年实现增长，共同

带领书业增长。

数字出版风景各异

实际上，英美国家数字出版近两年

的下滑是一个假象。尼尔森和美国出

版商协会都没有将亚马逊的电子书销

售统计在内，如果加上被遗漏在统计之

外的亚马逊的数据，独立出版作品占据

了其总量的 45%，那么美国的电子书市

场整体还是增长的。英国出版商协会

也没有将自助出版的电子书数据统计

在内。根据尼尔森的统计，英国自助出

版的电子书在电子书市场的占比已达

22%。毋庸置疑的是，电子书提价确实

导致了大社电子书市场份额的下滑，从

而使一部分消费者回归纸质书阅读。

目前全球各国的数字化发展极不平

衡。在英语国家，大社的电子书市场份

额在下滑，英美传统出版市场上电子书

收入占比均为 17%，而未被统计进去的

自助出版电子书市场仍在快速上升；在

非英语国家，电子书在整体图书市场的

份额均不超过10%，大部分不超过5%，这

表明数字化转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全球电子书市场由不同的动力

驱动，有的是本地因素，如法律、税收或

文化习惯；有的是全球性因素，如全球性

平台亚马逊、谷歌的进驻，以及本地市场

的保护等。此外，技术革新、互联网接入

率及网速等都会影响到电子书市场。

价格策略对欧洲和英美的电子书

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法院前

不久推翻了法国关于统一图书税率的

法律。波兰也对纸质图书和数字出版

物征收5%和23%的不同税率。德国、法

国、北欧等国的出版商一直尽力将电子

书定价维持在较高水平，平均价格比纸

质书低20%~25%。

但在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

亚马逊畅销电子书的价格都对其价格

产生了相当的压力。由于亚马逊和自

助出版的驱动，不同的细分类别正在用

不同的价格策略形成不同的目标受

众，3~5欧元的电子书越来越多。

数字出版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高

增长领域，可下载成人有声书在美国实

现增长 45.9%，这种有声书开发了驾车

和乘坐交通出行的读者的需求，因而市

场呈现井喷现象。而美国大众市场上，

青少年及儿童电子书出现大幅下滑，是

由于家长不愿孩子更多地阅读电子书，

而给孩子购买纸质图书进行阅读。

从阅读习惯看，美国数字阅读的消

费者更趋向于使用智能手机阅读，北美

其他国家和北欧读者喜欢使用平板电

脑阅读，德国人喜欢使用专业电子阅读

器，在亚洲和新兴国家市场，智能手机

是最爱。美国业内人士指出，电子阅读

设备老化，出版商没有提供高品质的、

能够与纸质书互补的电子阅读体验，以

及消费者出现数字疲劳现象，是美国电

子书市场疲软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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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减少 读书率下降 图书杂志缩水

日本数字出版有待发展

日本的数字出版一直呈上升趋

势。预计今后这个市场还有很大发

展。但是关于数字图书的定义日本出

版界存有分歧，基本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数字出版只是指文字的

东西，而杂志、漫画、写真集等其他相

关的应用软件不应该算在数字出版的

范畴内。另一种意见认为，以上内容

都 应 该 包 括 在 内 ，是 一 种 广 义 的 理

解。这样数字出版的内涵越来越丰

富，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服务

内容更加多样化，和纸质的图书、杂志

不同，在日本数字出版的销售额一般

表示为“市场规模推定”。

按照以上广义的定义，日本 2014

年数字出版的市场规模推定为 1266 亿

日元，2015年上升到1600亿日元。根据

日 本 MMD 研 究 所（Mobile Marketing

Data）2016年2月~3月的调查，日本人通

过手机进行数字阅读的人占 33.7%，而

使用Kindle进行数字阅读的只占9.3%，

这些使用者当中只看免费内容的占

22.9%。怎样增加读者数量将是扩大数

字出版市场的一个关键。

预计到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时，日

本数字出版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3400 亿

日元。可以预见数字出版的发展对扭

转日本出版业不景气的状况将起到很

大的作用。

业者
谈

日本出版界唯一报纸《新文化》

报社长丸岛基和：数字出版对纸质出

版的影响是造成日本出版业长期不

景气的原因之一。电子书的出现引

发了出版界的革命。纸质书销量锐

减，电子书数量激增并蓬勃发展，电

子教科书的普及甚至影响到下一代

的阅读习惯。漫画数字出版市场飞

速增长，出版商应进一步理解数字出

版的特性，发现新的商机，走纸媒和

数媒相结合的道路。在传统出版商

努力降低印刷成本的时候，电子书出

版商却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付费服务，

如今年 8 月亚马逊开通了 Kindle 电子

书订阅会员活动，每月只要支付 980

日元（约合人民币 64 元）就可阅览海

量电子书，大受欢迎。在出版界众多

实体书店倒闭、出版社纷纷破产的阴

影下，讲谈社与集英社等大型出版集

团凭借手中的大量优质内容，与在线

网站、手机等移动终端 APP 积极开展

合作，使公司发展保持稳固。

（葛 洋、盛 力/编译）

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调查显示，2015年日本图书杂志等纸质出版物的合计销售额约

15200亿日元，较上年减少5%，创32年来历史新低。1996年，纸质出版物的销售额达到其

峰值的26564亿日元。在18年间，该市场规模缩小了约1万亿日元，相当于整体市场的2/

5。2015 年，仅书籍方面的销售额就同比减少了 1.9%，至 7400 亿日元，杂志方面减少了

8.2%，至7800亿日元。

畅销书方面，在日本出版贩卖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公布的2015年（2014年11月27日~2015年11

月26日）畅销书综合排名前10位中，日本搞笑艺人又吉直树的《火花》无疑稳居首位。该

书从发表之初就受到日本读者的热烈追捧，并获得芥川奖，可谓得到了严肃文学奖和读者

的双重认可，销量就突破200万册大关。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作者詹妮弗·斯科特创作的《法

国人只有10件衣服》，该书是在法留学的美国女孩寄宿于巴黎高级住宅区的Chic夫人家，

被Chic夫人一家朴素的生活方式所影响而创作的图书。前日本NHK电视台主持人下重

晓子的《家庭作为一种病》，和自律神经研究第一人小林弘幸的《听就调节自律神经》CD书

也榜上有名。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出版的《随处绽放》和2013年出版的《如何理性》都登

上了2015年畅销榜，从某种层面显示出日本出版业的颓势。此外《人的身份》、《智慧之法：

让心如钻石般闪耀》、《到103岁才知道的事：一个人的人生也快乐》这几部心灵鸡汤式的作

品同样上榜也说明日本人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下仍然寻求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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