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本版编辑：陈莹
E-mail：442835596@qq.com

排版：胡斌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第2470、2471期合刊

今年9月，方正飞翔发布V7.1版，新增H5发布功

能，实现对PDF、ePub、H5等新媒体领域的覆盖。新发

布的方正飞翔版本不仅能实现印刷版书刊等内容制作，

还可以实现交互式数字内容的创意制作，全面满足传统

出版和数字出版时代内容产品形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方正飞翔是方正在复合出版背景下开发的新一代

的专业排版领域的设计软件。数传集团“现代纸书”体

系背后的技术支撑——RAYS系统，在读者扫码后能

够迅速抓取读者数据、图书发行数据、收益数据等，帮

助出版社、期刊社建立属于自己的读者社群，更精准地

分析读者的阅读偏好，以打造个性化、交互式的知识产

品与服务。梦想人科技为涉足AR（增强现实）出版领

域的出版社、期刊社编辑提供集策划、制作、出版、销

售、运营于一体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为数字化转型升

级及产业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技术赋能融合出版

技术对出版的赋能是全方位的，对出版社、编辑来

说，技术公司带来的不止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全新的思

维模式和融媒体时代下的生存技能。

“起初编辑不理解为什么做具有交互功能的图书，

之后他们主动在纸书上添加音频、视频，到了2017年

下半年，编辑已经在纸书上做社群、读者圈等交互服

务，甚至于还有很多编辑知道了在RAYS服务中、在所

能获取的作者资源中，找到最符合纸书读者的相应服

务。”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

室总工程师、数传集团执行副总裁施其明看来，现代阅

读环境下，纸书更重要的功能是成为一个入口，RAYS

通过扫码或其他方式，让读者从纸书进入到互联网，让

固定的书变成互联网上可以无限延伸的节点。

数传集团举办的“首届出版融合技术·编辑创新大

赛”年度大奖获得者、电子工业出版社编辑张瑞喜认为

RAYS有很多特点：“首先是功能强大，视频、音频、图

片、文章都可以通过二维码链接到互联网，与读者交流、

问答、在线测试都能实现。第二是数据价值，对读者扫

码行为的记录和数据分析价值巨大。第三是再开发、再

创作成本低廉，系统提供成熟的应用模块，编辑只需做

一些应用上的小小创新。最后是变现能力强大。”

现在，RAYS平台上“纸书+直播+课表约课”“纸

书+读者圈+社群”等创意模式层出不穷。RAYS已覆

盖出版社200余家，成功改造书报刊的总印量已达12亿

册，增值纸书印册5.3亿册，积累线上收益达8亿之多。

北京网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闻道书田”融媒体出

版解决方案以“小程序”为入口为纸书增值。“腾讯让用户

知道了二维码背后还有很多资源，扫一扫就能获得音频、

视频等更丰富的富媒体内容，微信小程序与扫码下载、安

装APP是不一样的操作逻辑，结果是转化率的不同。”网

梯数字出版与教育事业部总监杨向红坚信，用微信小程

序这个入口能够起到提升转换率的作用。目前，学习出

版社小程序“新时代面对面”已吸引13万用户。

据了解，网梯科技正在研发“闻道书田”的“全书无码”

模式。“不在纸书上放任何二维码，用户只需要拍摄书上的

任意位置就能呈现对应的富媒体内容。这背后是图像识

别技术的成熟。”杨向红解释说，“全书无码”可以解决二维

码模式的不足之处：一是需要改造原有纸书排版，美观性

不足；二是不能覆盖已出版的图书，仍需再次改造。

苏州梦想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聚焦AR技术，为出

版社、期刊社编辑提供集策划、制作、出版、销售、运营于

一体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以大地出版社与梦想人合

作开发的《幼儿创新活动课程数字资源》系列产品为例，

该产品是在纸质图书的基础上开发的配套AR数字资

源。该系列配套资源可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

多维立体展现，引导幼儿快乐地动手动脑、感知体验、交

往合作，真正体验到文字、声音、图像、视频所带来的全

方位内容，给幼儿带来直观、生动的互动体验。

在梦想人创始人周志颖看来：“梦想人可以帮助出

版社培养既掌握技术，又懂内容策划，还精于营销的复

合型编辑人才。”对编辑来说，梦想人赋予其AR图书

制作能力、编辑策划能力、图书营销能力。据了解，梦

想人自2017年上线以来，已拥有超50万个模型，包括

符合医学精度标准的人体医学模型资源、覆盖15+频

道的全景资源、高品质视频资源等各类精品资源，符合

绝大多数教育类出版物的资源需求。“对编辑来说，需

要其充分了解各类数字资源的表现形式和应用优势，

因书制宜地对实体图书进行数字内容补充，灵活、充分

运用数字资源，最大化呈现创新效果。”

培训激发编辑创意

在施其明看来，编辑是整个出版流程的核心，出版

融合的关键就在于编辑转型、编辑创新。为培训编辑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值得的。数传集团设置

“红榜做书”活动，并配合举办“出版融合技术·编辑创

新大赛”。此举意在开拓编辑做书思维，帮助编辑逐步

适应和掌握“现代纸书”做书流程，并运用到实际的工作

当中。“通过大赛和培训，编辑显示出强大的创新能力，最

重要的是‘现代纸书’打破了传统出版社、期刊社与读者

缺少沟通渠道的尴尬局面，使编辑、作者和读者零距离互

动，并使读者在纸质出版物上获得更多多媒体资源。”

现在，使用“闻道书田”的编辑们也发生了一些变

化。“他们在做好本职内容编写工作之余，逐渐开始关

注后台纸书激活量、内容浏览量、用户讨论交流等数

据，不再仅仅把资源上传到后台就完成任务。”杨向红

称编辑开始关注这本书到底有多少人在看，因为在没

有网梯的服务前他们没有途径获取这些数据，而技术

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图书，编辑不止关注图书

的内容，甚至于对图书的营销发行也有了自己的思考。

就像人民音乐出版社数字出版内容制作编辑王浩

所说，通过新技术的运用，出版物，特别是含有音像内

容的出版物可以通过移动技术让读者随时、随地使用

音像资源。传统出版可以依靠新技术更加便捷、高效

地投递到客户手中。另一方面对一对一的定向服务极

大地保护乐音乐版权，和音乐内容的规范使用。

“通过梦想人平台，编辑可以随时了解客户阅读、

下载、应用以及购买数字资源的情况，了解客户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第一时间把握市场情况，改

进工作，完善产品资源等。”《幼儿创新活动课程数字资

源》责编、大地出版社编辑李斐这样告诉记者。合作

中，李斐将自己视为导演，负责产品脚本的策划、编辑

与审核工作。技术公司为制片人，对脚本进行评估后，

运用新技术将出版社编辑定稿的脚本制作出来，并在

后期负责产品的技术维护等。

随着AR技术成熟、编辑接受度提高，赋能编辑的

方式也趋向多元化。“举办全国AR数字少儿报刊出版

物制作大赛，意在以比赛为契机推广AR技术在数字

出版领域的应用，进而通过培训的方式快速让出版人

理解并实际运用这项技术。”周志颖表示随着技术不断

更新，培训方式也呈多样化，如定期线上培训、资料分

享、主题课程、线下沙龙等。“我们愿意在前期投入人力

财力物力，通过培训等形式接触到更多一线编辑，了解

他们在AR图书编辑方面的需求和痛点，不断完善自

身技术和产品，从而为市场的成熟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周志颖坚信，随着AR技术的日益完善，未来3~5

年内AR出版或将迎来爆发。

在编辑培训方面，方正飞翔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比如

支持方正飞翔创作的云平台，可提供大量教学课件，还有

150余段视频可供编辑应用于H5、ePub等格式的融媒体

产品中；再如定期举办线上直播培训课，已连续举办3次，

每次培训课微信群都是500人满员。在方正电子通用产

品事业部总经理刘静华看来，排版工具对出版社而言是

刚需，但融合转型时代背景下，就数字出版物而言，难于

变现是出版社的一大困扰。因为受众观念中数字内容

是免费的，这一方面依托出版社的运营能力，另一方面

也要培养读者为内容买单。而数字内容的制作与编辑

的生产能力、创意能力直接挂钩，但现象级作品屡屡出

自互联网公司的新媒体部门或年轻的内容创业团队。

方正电子发现的一点观察更值得思考：对编辑来说，系

统、工具的使用是简单的，关键是创意和内容。“创意和内容

方面，方正电子也会适当帮助出版社，但几年观察发现，年轻

大学生对创意内容生产贡献的力量不容小觑。”刘静华表示

这正是方正电子连续6年举办中国大学生新媒体创意大

赛的初衷之一，让大学生用方正电子提供的工具制作交互

式富媒体出版物。“新媒体大赛一是帮助编辑出版相关专

业的在校学生进行技术实践，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

题。二是为传统出版和传媒行业培养潜在人才。学生在

大三的时候参赛，为之后进入出版单位工作储备技能。三

是为创意生产能力亟待提升的出版社提供外包选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莹关键词 融合出版 知识服务 内容增值

编者按 网梯科技的“闻道书田”融媒体出版项目已与学习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等合作；方正电

子的内容创意制作平台方正飞翔与知识产权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建立合作；梦想人科

技、数传集团更是与数百家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

“让编辑意识到可以通过RAYS平台实现与用户的交流，继而获得额外收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总工程师施其明表示。梦想人科技创始人周志颖直言：“梦想人

可以帮助出版社培养既掌握技术，又懂内容策划，还精于营销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方正电子通用产品

事业部总经理刘静华认为：“飞翔其实是一个解决方案，与其说教会编辑某项具体能力，不如说是通过

飞翔这样一款简单易用的工具，告诉编辑利用技术工具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效果，最考验编辑的创意能

力。”

融合转型大潮下，技术已经渗透到出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身处变革洪流中的编辑亦被技术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