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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弹指一挥，文化体制深化改革迎巨

变；新10年新变革，中国书业砥砺前行谱新篇！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的40年，也是中国出版发行业不断壮大的40

年。从1978年的105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

1.5万种，发展到2017年580余家出版社、出版

图书近50万种、总印数92.4亿册、出版物销售

总额3704亿元，中国书业40年来经历了由小

变大、由弱变强、由落后到领先的艰辛历程，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40年来，我国出版发行业在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

制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出版市场体系，

出版企事业单位的活力和积极性得到充分释

放；一批典型的文化企业得以迅速成长，注重提

质增效，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始终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

原则，打造了一大批优秀主题图书和大众、学术

出版物。

40年来，出版发行集团基本完成转企改

制，并借助政策和资本的东风，上市融资，进行

收购、并购，在资本市场一展身手；大型出版发

行集团打破条块分割，进行跨地域重组、跨区域

合作，调整产品结构，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40年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党中央

从顶层设计上指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着力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

对出版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施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指日可待，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40年来，国有新华书店持续发挥主阵地作

用，民营书业合法地位得到“盖章认可”，图书

电商形成“三足鼎立”局势，自媒体、社群营销

拉动图书销售；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

图书订货会、全国书博会、上海书展、南国书香

节为代表的全国性、地方性展会实力倍增，在

国内乃至国际产生重要影响，业内、业外会展

经济效应凸显。

40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渗入，云技术、大

数据、AI、VR、AR、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层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

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40年来，中央在税收、金融等政策方面对文

化“走出去”给予支持，中国出版从作品“走出去”，

逐步到品牌“走出去”、资本“走出去”、作家“走出

去”，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中国

书业迈入新时代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从宏

观视角出发，以顶层设计为主、产业经营为辅，

概述前30年变迁历程，细数近10年行业大事，

一展中国书业改革发展成就，为新时代的新发

展提供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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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文化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40年来，我国文化企业

迅速成长，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市场更加繁

荣。与此同时，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关系也成了业内始终关心的一大问题。

近10年来，中央多次出台方案、意见，强调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我国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

方案》，突出方向引领，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

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

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

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

上受到欢迎。”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

导意见》，并被列入当年中央深改组关于文化体

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对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意见》指出，“文化

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

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建立健全确保

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打造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

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

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2017 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示，

将推动已制定“双效统一”考核办法逐步落地实

施，在上市国有出版传媒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

点，推进职业经理人试点相关工作，推进制作与

出版分开改革试点稳步扩展，适时扩大对外专

项出版权试点。

为减少职能交叉，适应新形势，提高管理

效率和文化传播力，2013 年、2018 年中央分别

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2013年，国务院将新闻

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牌，主要负责

监督管理新闻业、出版业、广播电台、电视媒体

和电影业。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

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中央印

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宣传部

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将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

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

家版权局）牌子。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推动““双效双效””统一统一

在2003年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大

多数出版集团完成企业改造，建成法人治理结

构。近10年来，个别综合实力雄厚的单体出版

社、部委社加速集团化进程，教育社、少儿社等

出现子集团裂变效应，大型出版发行集团进行

跨地域重组、跨区域合作。多数出版集团借助

政策和资本的东风，进一步完成股份制改造、上

市融资。

继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

团之后，2013年部委社合并成立专业化集团出

现典型案例，以人民邮电出版社和电子工业出

版社为基础的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成为第

5家“国字头”出版传媒集团。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组

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2014年，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成为国内

首家内生裂变而成的少儿出版集团，在图书出

版、数字转型、版权输出等方面产生示范效应。

2009 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

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

在转企改制的基础上，鼓励支持业务相近、资

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

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

团公司，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

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同年，

天津出版总社、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与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启跨区

域合作新篇章。

出版传媒企业股改上市对全面规范企业经

营管理、创新企业体制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以及形成有效的市场评价机制具有重要作

用。2008年9月，安徽出版集团以其所持有的

出版、印刷等文化传媒类资产，认购科大创新定

向发行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在全国

率先以出版业务整体上市，上市公司更名为“时

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传媒、天舟文化分别在 2010 年，凤凰

传媒、皖新传媒分别在2011年，读者传媒、中文

在线分别在2015年，南方传媒、新华文轩分别

在2016年陆续完成上市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新股审核进度逐步

提速后，中国出版、中国科传、新经典、掌阅科

技、山东出版、世纪天鸿6家出版企业上市，创

历年最多。中国出版、中国科传两支出版“国家

队”成功上市，成为2017年度出版业备受关注

的资本事件。

加速集团化进程加速集团化进程，，完成股改上市完成股改上市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

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日俱

增，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待充实，

体系建设刻不容缓。经过 10 年蜕

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

已经搭建，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

业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

公共文化服务配置向基层倾斜、优质

产品供给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显著提高，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基本文化权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指引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提出到

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

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

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地方立法上，广东省 2011 年制定了《公

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提供

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立法的一种整体

思路。江苏省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促

进条例》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

办法》，上海市制定《社区公共文化服

务规定》，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立法。

2014 年 3 月，由文化部牵头、26

个部委组成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协调组成立，承担起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

推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初

步形成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制度框架。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

了全面部署，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

方向。

2016 年 12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 2017

年 3 月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文化领域的第一

部基本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

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在

2018年1月正式施行，成为党的十九大后的首

部文化立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法

律界定和一系列制度规范，对促进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健全文化法律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

基本文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从2007年农家书屋建设启动到2008年全

面铺开，截至2017年10月末，全国有农家书屋

58.7 万家。10 年来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突破

11 亿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工程实施前

的 0.13 册增长到现在的 1.63 册，增长了 10 余

倍。10年来，在增强农民文化自信、保障农民

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0 多年来，我国全民阅读立法迈出实质

性步伐，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全民阅读氛

围日益增强。2006 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原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门联合发起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从 2012 年全国两会，全

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联名

13位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将城市阅读指数

纳入文明城市指标体系的建议》，到 2012 年

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地写入“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标志着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党中

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再到 2014 年全民阅

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上升为

国家战略，至此连续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7 年 3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公布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我国全

民阅读立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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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书业变革中，新华书店作为国字号发

行渠道，始终发挥着主阵地的作用。“二渠道”民

营书业凭借灵活的机制、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

逐渐形成的品牌优势以及可圈可点的复合经营

表现，在书业市场中站稳脚跟。三大图书电商

迅速崛起，线上成为发行渠道的半壁江山。

面对实体书店在2011年前后经历的“倒闭

潮”，2013年12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延续宣传

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自

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

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2016年6月，中宣部

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指导意见》，将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纳入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考核

评价体系，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校园

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实体书店在城市文化功能区建设中发挥重

要作用。

发行集团将大书城的重装改造、实体门店

的转型升级作为一项长远规划。2015年1月，

以广州购书中心重装开业为标志，全国各地新

华书店多数大书城陆续完成或初步完成了转

型升级改造，注重舒适的店面环境，扩展经营

业态类型，把关图书品种选择，提供一站式综

合服务，整合线上线下渠道，适应读者多元需

求的发展大势。另一方面，发行集团还加大了

电商平台的开发力度，新华文轩、博库网、北京

发行集团北新云网、重庆新华阅淘网、河南新

华云书网、广东新华悦读网等“新华系”电商，

进行营销组织创新与供应链体系优化、实施项

目合作制和供应链体系、建社群打造互动平台

等方式，迎来变革新机遇。“24小时无人智慧书

店”“智慧书城”“共享书店”从新概念发展为新

业态。 （下转第7版）

渠道变革日新渠道变革日新，，线上线下共同发展线上线下共同发展

●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双效”统一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

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

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

制机制。”

● 加速集团化进程，完成股改上市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在转企改制的基

础上，鼓励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

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

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

● 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

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

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渠道变革日新，线上线下共同发展

《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

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

体书店建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

书店、农村书店、校园书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