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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北京书市4月相约朝阳公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17北京书市将于4月14日至24日在北京朝

阳公园举办。本届书市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发行集团、北

京出版发行行业协会承办。书市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北

京发行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出版发行行业协会成员书店等300

余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启动线上线下3大展场，集中展销40万种出

版物，各界名人举办荐书行动、新书发布、签售讲座、互动体验等百余场文

化活动，倾力打造实力强、档次高、规模大、活动新、品种全的图书文化盛

会。读者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微信公众号——北京

书市栏目或下载“北新网”“北新读书”APP，即可免费领取2017北京书市门

票2张。 （思 实）

（上接第1版）

中国出版协会出版材料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金盾

出版社印务出版中心主任陆进福认为，最近的涨价函

是否都能落实值得质疑，3月4月是出版淡季，很多出

版社都有存纸，没有大批量使用，“现在很多经销商也

不怎么进纸张了，能不买尽量不买。很多行业人士认

为，5月6月价格会下行。因为图书市场对纸张的需求

没有增加，并没有大幅上行的预期。”

教材成本收入倒挂 涨价压力大

本轮的纸价上涨，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商和发行

商最为受伤。因为中小学教材、目录教辅价格和国家

免费教材采购费用由国家政策限定，很难进行调整。

纸价的上涨，中小学教材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其

特点在于“政府决定价格，市场决定成本”。按照《义务

教育法》《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

规，教科书由国务院价格行政部门会同出版行政部门按

照微利原则确定基准价，对印张价格有详细规定。

据相关出版单位测算，截至2月15日，教材用胶版

纸每吨 6100 元，上涨 20%以上，高克铜版纸每吨 6300

元，上涨26%以上。纸张成本在教材生产成本中高达

52.5%~57%。由于纸张价格上涨幅度超过25%，导致中

小学教材成本上涨幅度达到15%以上。若以目前的价

格计算，教材成本涨幅更会超过20%。

可不可以提高定价？理论上是可行的。

2015年发布的《关于下放教材及部分服务价格定

价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将中小学教材定价下放到省

级价格主管部门管理，大部分出版集团已经开始与本

地发改委、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协商提高教材定价。

但目前尴尬的是，如果财政补贴不调整，即使提价

也提高不了教材出版单位收入，尤其是国家课程免费

教科书部分。大部分省份的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教材

由中央财政按照人头拨付，地方课程教材由地方财政

承担。2008年，中央财政对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

助标准提高到农村小学每生每年90元、农村初中每生

每年180元，该标准沿用至今。考虑人工、物料等各种

成本的上涨，该数字已经很难覆盖教材总成本。有业

内人士表示，部分省市教材成本与定价已经倒挂。

彭玻感叹道，湖南新华仅人力成本就从2003年到

2016年增加了3倍多。中小学教材在2001年、2003年

和2006年连续三次降价，但运输成本、人工工资和原

材料成本十几年涨幅不小，出版人本着为教育服务、为

社会担当，更多的是把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视为政治

任务来完成。对于上市出版企业甚至已经出现这样一

种状况，教材总定价多年高于财政拨款，每年在这部分

都有应收账款，在会计原则下甚至被怀疑做假账。新

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强感叹道，

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除了成本与价格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按时供

应纸张，解决燃眉之急。据陆进福透露，去年末今年初

完成纸张招标的出版单位，其合作纸厂、经销商出现招

标违约的相当多，“有时候纸厂拒绝供纸，也不说协议

不执行，只是说没有纸”。有出版人感叹，2016年部分

教材品种从供型到供货的周期已经不足2周，在纸张

顺利供应的前提下供书也已经异常艰难。这已经影响

了教材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执行。

为此，一些出版人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一是教育和财政部门提高中央财政对免费教科书

的预算标准。如广西出版集团呼吁，建议国家价格管

理部门对教材、同步教辅定价进行调整，教材提价8%~

10%，同步教辅提价5%；财政部门调整教材教辅财政预

算，并按时足额拨付。

二是建立价格联动机制。根据教材实际供应情

况，以及纸张、印刷、物价等成本上涨的情况，在充分调

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对补助标准与原材料成本挂钩，根

据原材料成本的涨跌每年作相应的调整。就像煤电联

动一样，煤炭上涨，电价相对上涨一点。纸价成本上涨

多少，每年的财政调整多少。

三是将新闻纸等作为战略物资进行储备。新闻

纸、图书用纸像粮食、石油等能源一样，属于特殊的战

略物资，有其政治性。建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新闻

纸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储备库存，并纳入国家集中管

理，建立应急机制。市场稳定时由市场自由定价，当市

场出现剧烈变化时临时采用指令性价格，防止出现无

序竞争。

四是建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协同发改委等部

门对纸张供应商开展是否进行价格垄断的相关调查。

五是建议总局以专项资金对涨价形成的成本进行

相应补贴。

六是完善教材回收机制。李强表示，新华书店系

统在教材回收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并且教材已经天然

地做好了分类。国内废纸的循环使用比例不是很高，

分类标准也不细致，可以在教材上进行适当尝试。

一般书酝酿上涨 出版社反应大不同

对于以出版一般图书为主的出版社来说，则是另

一番表情，图书涨价似乎是他们更关注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认为，

在此次纸价上涨和网店打折两股力量的双重助推下，

会带动书价大幅上涨，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说将是一次

大的震荡，“成本率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原来成本率

在17%~18%，现在涨到25%，怎么办？只有涨价。”但他

同时认为，涨价没有那么可怕，在各种全民阅读活动的

推动下，读者对好书的认可程度和辨识度越来越高，已

经不是劣质书廉价书“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读者对

图书价格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但对于以主题出版物为主的人民出版社来说，纸

价的上涨就比较头疼了。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

表示，应对纸价上涨只能对图书进行价格调整，但主题

出版作为公益性出版行为，定价不能够大动，只能微

调，如刚面世的《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单本价格仅涨

了一元钱。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委员、浙江人民出版社社

长何成梁也有同样的烦恼。出版单位作为用纸的最后

一道环节，单方面提高定价不能完全消化提高的成本，

出版单位还是需要通过营销手段，扩大图书发行量，平

摊图书的单位成本。一些特殊的，或者比较小众的、学

术含量较高的图书可能会采取此种方式。

以市场化畅销书为主打品种的果麦文化显得较

“淡定”，其总裁瞿洪斌表示，“对于涨价不是很惊慌，因

为没有解决方法，所以不需要解决方法”。他解释道，

“图书的定价权在大部分产品经理手里，有一个定价计

算公式，印制成本要控制在18%以内，纸张成本涨上去

定价自然会上调，不用专门为此颁布一个规定。我们

的定价标准比行业平均定价标准高15%以上，因为定

价过低并不是好事，过低利润薄，没法保证良好的运

营，不能拿到好的稿子，形成恶性循环”。在他看来，涨

价是不可扭转的过程，国内读者能够接受的价位还有

上调空间，出版者可以去寻找自己的利润空间。

主打市场化教辅产品的民营图书策划企业经纶传

媒不仅表示“没有压力”，甚至对市场预期持积极态

度。其总裁李朝东表示，“纸张价格上涨，图书调价是

个好事。经纶传媒的图书价格已经上调15%左右，提

价之后营收情况比原来还稍好一点”，“一是书价上涨

也会改变我们的利润空间；二是书价上涨的过程，也是

供应商优胜劣汰的过程，经济实力弱的，市场信誉度积

累不够的，产品质量差的，就在这一轮的风险中淘汰出

局；三是我们也会调整产能，下调发货量，是从粗放经

营到精致经营的过程”。

从记者调研来看，一些图书出版单位还不是特别

焦虑，第一是因为可自主提高价格，很多出版社已经开

始调整；第二，大部分出版社还囤有一定量的纸张，短

期内仍有回旋余地，可等待纸张价格的回落；第三，大

部分原材料、生活用品价格都在上涨，图书价格的调整

在情理之中；第四，今年出版的图书明年回款，暂时压

力还没有那么大。如果出现对业绩指标的担心，至少

是在下半年及以后。

大部分出版机构认为此轮纸价上涨必将带动图书

价格上涨，但纸价肯定会适度回落，按照以往的经验，

书价只会看涨，并不会回落。业内人士认为，书业虽然

竞争激烈，但仍然是卖方市场。图书与普通商品不同，

品类虽然繁多，但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替代性，

不同的出版物之间也不会有价格倾轧的行为。只要纸

价还会回归理性，对于出版商尤其是一般图书出版商

来说，其上涨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