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2017年图书出版数据一览

年份（年）

出版社（个）

出书品种（万种）

总印数（亿册）

人均购书（册）

1978

105

1.50

37.74

3.44

1982

214

3.18

58.79

5.23

1987

415

6.02

62.52

5.43

1992

480

9.21

63.38

5.50

1997

528

12.01

73.05

6.04

2002

532

17.10

68.7

5.47

2007

544

24.82

62.93

4.78

2012

547

41.40

79.25

5.05

2017

552

51.25

92.44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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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温珮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出版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进入新世纪前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

个重要关口。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国内外考察的基础上，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新闻出版影视业改

革的意见》，以应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文化市场开放的新变化，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新

闻出版业迅速行动起来。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10年是我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段，

新闻出版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走出去”等实质性的改革

取得突破，新闻出版走上创新发展的轨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部署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中央先后多

次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出版改革开放在既往的基础上，又迈上了新时代的新征程。

时光搭载着记忆和成就，弹指之间，中国走到了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出版业发

生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斗转星移”等词汇来形容不足为过。从“书荒”到文化大繁荣、文化“走出

去”，经济和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出版业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78年我国出版图书仅

14987种，印数37.74亿册，发行网点8600余个；到2017年，图书出版品种已达51.25万种，印数

92.44亿册，发行网点16万个。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发行业态出现，形成

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和网上书店三分天下的图书零售市场。在巩固传统出版市场的基础上，

孵化孕育出了规模庞大、效益显著、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数字出版新业态。2014～2018年这5

年间，全民阅读5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通过减免税率等措施进行文化扶持，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将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3%调整

至11%，又调整至10%。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从出版管理、出版形态、发行渠道、资金支持等角度

对新闻出版业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出台了适应其发展的利好政策。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用8大历史截面，梳理40年掠影，记录新闻出版业在每

个时间节点上的重要事件和数据，回忆峥嵘岁月。

数 据
出版社 105～214 个（不含副牌，下同），出

书 品 种 14987～31784 种 ，总 印 数 37.74 亿 ～

58.79亿册，人均购书3.44～5.32册。

政 策
1977年9月，国务院批准恢复稿酬制度。

1978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立项，后经 15

年，至1993年，终成74卷本宏篇巨制。

1979年，下放到各市县新华书店的财权和

人权等上收到省市区新华书店。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湖南长沙召开

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后被誉为长沙会议），明

确以“立足本省（后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

的方针代替原来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

针，为地方出版社繁荣发展带来空前机会。

1980年，中宣部转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

制定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

1982年，文化部提出图书发行根本改革目

标为“一主三多一少”，即新华书店为主、多种经

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

环节。

事 件
1978 年，集中重印建国以来出版的 35 种

中外文学名著。其中“五四”以来文学名著 10

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9 种，外国古典文学名

著16种。

从 1977 年到 1982 年先后有中国人民大学

社、华东师大社、清华大学社、武汉大学社等70

余家高校出版社恢复或建立。这是高校出版社

蓬勃发展阶段。

197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中国版协）成立。

1980 年 10 月，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市店联

合举办第一届全国书市。

1982年，中国加入国际标准书号系统。

1982 年5月，国家出版局划归文化部，

改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

1982 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颁

发，人民文学出版社《东方》、百花

文艺出版社《许茂和他的女儿

们》、中国青年出版社《李自

成》（第二卷）等书获奖。

数 据
出 版 社 415～480 个 ，出 书 品 种

65962～92148 种，图书总印数 62.25 亿～

63.38亿册，人均购书5.6～5.5册。

政 策
1988年4月，中宣部、原新闻出版署出

台《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其中关于“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

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

联合）的提出，争取二级批发权一时成为热

点，民营书业开始出现分化。

1988 年，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署

提出出版社可以试行承包责任制。

199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颁布。

1992年10月15日、30日，中国政府分

别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

事 件
1988年10月20日，海峡两岸图书展览

在上海开展，开启两岸图书出版交流先河。

1989年8月，中共中央组建“全国扫黄

打非工作小组（后来演变的名称）”。

1992年，中宣部评选第一届“五个一”

工程奖。《百将传奇》、“中华魂”丛书 、《敦

煌古乐》等图书获奖。

数 据
出版社 214～415 个，

出书品种 35700～60213 种，

图书总印数 58.04 亿～62.52 亿

册，人均购书5.51～5.43册。

政 策
1983 年 6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

强出版工作的决定》。

1984年6月，文化部出版局在黑龙

江哈尔滨召开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

议，提出适当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

1984年11月，文化部下发《关于调

整图书定价的通知》。

事 件
1986~1995年，高校出版社从70余家发展

到100余家，成为高校出版社第二个发展期。

198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版权局，我

国版权保护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1986年9月5日～11日，第一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被认为是中

国出版业全方位开放的标志。

1987 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开始在图书

出版领域使用。

1987年5月7日，北京图书订货会前身社

科图书交易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

1987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发文决定成立

新闻出版署。

数 据
出 版 社 480～528 个 ，出 书 品 种

96761～120106 种，图书总印数 59.34 亿～

73.05亿册，人均购书5.56～6.04册。

政 策
1995年2月16日，国家教委、原新闻出

版署发布《普通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

规定》，设立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门槛。

1997年1月2日，国务院发布《出版管

理条例》。

1997 年 3 月 3 日，原新闻出版署发布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事 件
1993年12月，原新闻出版署评选第一

届国家图书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古

秘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随想

录》、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等

书获奖。

1994年，大型工具书《汉语大词典》出

版，随后《二十四史全译》《现代汉语分类词

典》《标准汉语字典》《汉语语典》《京剧

文化词典》《秦汉文化史大词典》《康

熙字典》等一批高文化层次读

者使用的权威工具书先后问世。

1994 年 11 月 23 日，1.8 万平方米的广

州购书中心落成，成为全国首个万平方米

大书城。随后，北方图书城、深圳书城、上

海书城、重庆书城、浙江图书大厦、北京图

书大厦等万平方米以上大书城陆续建成，

成就中国书业靓丽风景。

1996年7月13日，中国出版成就展在

京开展。

1997 年 5 月，中国第一家网络书店中

国现代书店亚太网络出现，随后 1999 年、

2000年，大型网络书店当当网、卓越网先后

诞生。

199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60周年纪

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997年5月8日，商务印书馆成立100

周年纪念。

关键词 茅盾文学奖 地方出版社业务放开 一主三多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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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截面（1998～2002）

出版界策划推出一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图书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出版界精心抓好重点选题出版工作，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

精品力作，具有主题鲜明突出、史料权威珍贵、体现最新成果、内容丰富生动等特点，受到读者欢迎，社会反

响良好。

《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百城百县百企”调研》《改革开放40年》《广东改革开放

史》《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丛书》等一批通史专题类著作多角度、全景式集中展示改革开放光辉历程、

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部署，展现党中央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政治魄力和坚定决心。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最多跑一次”改革》《读懂中国》丛书以及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40本书”等一批学术著作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深入研讨各领域改革发展历程、政策

实施、发展成就、问题挑战等，研究阐释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突出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

《北上》《深圳报告：改革开放40年前沿记录》《巨变：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记忆》《春天的画卷·纪念改革开放

40年连环画集》《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等一批文学艺术作品以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摄影图片、连环画等

方式，生动讲述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创业创新的生动故事，精彩呈现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乡巨变，

细致描绘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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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出版社528～532个，出书品种130613～170962种，图书

总印数72.39亿～68.7亿册，人均购书6.17～5.47册。

政策
1999年11月8日，原新闻出版署发布《出版物市场管理

暂行规定》。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一费制”收费制度出台。

2001年10月27日，国务院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2002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开始实施。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对1997

年的《出版管理条例》作了进一步完善。

事件
1998年5月18日，北京图书大厦开业。

1999年2月24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成为我国第

一家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大型地方出版集团。

2000年9月26 日，王府井新华书店经过6年拆迁重建后

在北京王府井重现。

2001年，原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更名为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升格为正部级。

200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在安徽、福建、重庆等地

进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

2001年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

2002年4月9日，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成为第一家国家级

大型出版集团。

2002年，浙江、江西等省店发行集团连锁信息系统应用

取得实质性突破。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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