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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海燕出版社

哈尔滨出版社
浙江古籍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广陵书社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辽宁美术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同济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同心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工人出版社

海天出版社
群言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石油工业出版社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金城出版社
旅游教育出版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上海大学出版社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妇女出版社
汕头大学出版社

方志出版社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晨光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
河南文艺出版社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巴蜀书社

学林出版社
四川美术出版社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广西美术出版社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天津杨柳青画社

气象出版社
地震出版社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摄影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盲文出版社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长春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海峡文艺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中医古籍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知识出版社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北大学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兰州大学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山东大学出版社

岳麓书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西安出版社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齐鲁书社
古吴轩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天津大学出版社
航空工业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济南出版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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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数据可知，中国大陆近 600 家

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一直保持两位

数的比例增长，其中主题出版带动品种增

长因素十分明显，中国大陆出版社的国际

视野、国际营销推广能力得到提升。这主

要表现在，中国大陆2015年出版的出版物

进入全世界图书馆系统的数量高达70672

种 ，创 历 史 新 高 ，整 体 上 比 2015 年 的

46359种新增加2万多种，增长比例44%，

延续了2014、2015年的品种增加一直保持

在2位数以上的比例高速增长趋势。

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这种知识生产水

平快速增长的原因，除了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有关

当代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法律、中国

文学等中国主题图书持续成为全世界各

个方面高度关注的热点，世界图书馆系统

对于中国主题图书的采购比重逐年加大

之外，从一些入藏书目来看，主题出版的

带动性作用十分明显。2015年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以及外交部、文化部等相关外交、文化交

流部门的动员、组织、配合下，有关历史史

料、档案文献、回忆录以及专题学术研究

著作的出版大幅增加。一些档案、历史

文献的出版甚至就是与国际机构进行合

作的，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学术价值、媒

体曝光率很高。一些中国出版机构甚至

在世界各地去举办一系列营销、推广活

动，使得中文出版物国际知名度很高、影

响很大。因此2015年中国大陆出版社的

新品种进入世界图书馆收藏系统比例增

大。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寻找出版资源的

范围、国际营销网络、国际推广能力都在

2015年的主题出版活动中得到大幅提升

和锻炼。

一些大社、强社知识生产能力持续保

持较高的发展水平，而其中以专业出版社

的品种增长幅度最为突出、出版领域大幅

拓宽。这个判断可以从2016年品种数量

前30家出版社中得到验证。表3是2015

年、2016 年前 30 家的出版社排名变化对

比图。

表2 前30家出版社品种对比图

2016年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8

28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铁道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品种数

1901

1812

1726

1568

1286

1219

1198

1014

993

922

907

866

818

738

730

719

657

592

542

542

539

506

495

488

482

451

447

429

429

429

2015年品种数

1444

1314

961

918

402

422

683

646

627

347

604

573

843

378

594

440

257

240

514

299

101

132

320

180

664

104

286

179

205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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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出版机构
知识生产能力持续稳步增长

2016年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知识生产能力持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传统大社、强社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趋势，专业出版社增长迅

猛，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海外馆藏影响力不断增强。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62016版版））

通过表2可以看出，除北京大学出版

社、经济科学出版社略有下降之外，其余

28家出版社普遍增长。这里值得提出的

有两点。

一是传统大社、强社依然保持高速增

长趋势，如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均保持着 2015 年的增长势头，与去年相

比，2016年的增长比例分别为31%、37%、

80%、71%，2016 年稳居排行榜的前四名。

为了进一步验证一些大社、强社的知识生

产能力提升速度，笔者特别将一些出版社

2015年出版的新品种与进入世界图书馆

系统的品种进行对比。以2015年出版品

种在亚马逊网站的动销数据为基数，经过

对比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

版品种在中国亚马逊动销2476种，进入世

界图书馆系统的为1812种，比例为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品种在

亚马逊的动销为1742种，进入世界图书馆

系统的品种为1726种，比例为99%；商务

印书馆 2015 年出版品种在亚马逊动销

1345 种，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为 738 种，

比例为55%；中华书局2015年在亚马逊动

销941种，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730种，比

例为78%；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在亚马

逊动销 659 种，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 429

种，比例为 65%。其中，社科文献出版社

的比例最高，99%，几乎是全品种；其次是

中华书局78%，再次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为 73%，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等比例也都超过了一半以上。可见一些

传统大社、强社的知识生产能力一直保持

着较高的发展水平。

除了一些大社、强社之外，一些专业

出版社增长迅猛、最为抢眼。通过表2的

数据可以发现，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进

入世界图书馆系统的品种为1286种，增长

比例为219%。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出版品种在中国亚马逊的动销数量为

4434 种，与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比例为

29%。化学工业出版社作为长期以化学、

化工以及相关学科出版物为主的专业出

版社，目前已经大步拓展为科普、健康、美

容、体育、旅游、艺术、摄影、家居、保健、服

饰、手工、宠物等综合图书出版机构，其出

版领域大幅拓宽，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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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石化出版社
立信会计出版社
云南民族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福建美术出版社
地质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杭州出版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三秦出版社
大连出版社

南方日报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宇航出版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上海教育出版社
辽宁民族出版社

南京出版社
煤炭工业出版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连环画出版社
冶金工业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河北美术出版社
新时代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岭南美术出版社
长城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蓝天出版社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鹭江出版社
沈阳出版社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画报出版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远方出版社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黄河水利出版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南方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白山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华语教学出版社

测绘出版社
东北大学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上海音乐出版社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出版社
荣宝斋出版社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藏人民出版社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河南美术出版社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山东美术出版社
北京教育出版社

希望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甘肃民族出版社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西泠印社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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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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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1
1
1
1

语文出版社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科学普及出版社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国计划出版社
云南美术出版社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江苏美术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

开明出版社
星球地图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青海民族出版社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山东友谊出版社
河北大学出版社
广西民族出版社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黄河出版社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吉林摄影出版社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海潮出版社

河海大学出版社
甘肃教育出版社

新蕾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税务出版社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贵州民族出版社
羊城晚报出版社
天津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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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话”：聚焦3000年货币发展演变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新书

发布会暨中国货币文化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

“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包括《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纸币史话》《货币文化交流史话》

四部专著，由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王永生副研究员创作完

成。该系列图书是中国钱币学界近年来推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学术成果，从货币史的研究

视角，运用史话体的叙述语言，辅以700多幅首次发表的珍贵图片，系统、完整地论述了我国自殷

商中期的贝币至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上下3000多年间的货币发展演变历史。

作者以中国传统钱币学实证研究为基础，贯之以西方货币学理论，注重钱币学与货币史的有

机结合，既有对钱币实物本身的考证，又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结合财税、赋役、薪酬等制度的

变革，考察、分析货币演变的规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注意与西方货币进行对比分析。同时从

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国

家及地区的影响。“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的出版有利于对货币知识的宣传普及，传承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而且对于加强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建设也十分重要，对钱币学工作者和爱好者

的学习研究大有裨益。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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