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年
特

刊
★
产
业纵览篇·书业新变

革

88 1010

7本版编辑：田红媛
E-mail：1025558867@qq.com

排版：胡斌2018年12月18日 星期二 第2486、2487期合刊

从最早的全国书市到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北京图书订货会，再到以上海书展、

南国书香节为代表的地方性书展，到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北

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为代表的业外

展会，会展经济早已渗透到我国书业的各

个方面，逐渐成为书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的助推器，在国内甚至国际

“文化圈”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北京图书订货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前身为“全国书

市”）作为图书业界三大盛会，在10年改革

发展进程中交出了让行业内外瞩目的成绩

单。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

“BIBF”）为例，BIBF自2002年开始办展周

期从2年1届缩短为1年1届，截至2018年

已成功举办25届，目前已经成长为国际性

书业盛会，版权交易规模连续多年屡创新

高。2008 年第15 届BIBF 期间，来自 51 个

参展国家和地区的 1300 家海内外出版单

位，进行了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合作洽

谈，版权交易量超过5000项，观众达15万

人次。这也是北京图博会首次在外地（天

津）举办。到2018年，第25届BIBF国内外

展商达2500多家，中外版权贸易协议达到

5678 项，吸引30 万人次进场参观，参展商

和参观人次都已接近10年前的2倍，文化

引进和文化输出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活动

形式更加活泼、具有吸引力，会展影响辐射

全球。

上海书展、江苏书展、南国书香节、华中

图书交易会（湖北）等地方性展会模式也在

10 年发展中打开思路、创新模式，基本成

熟。尤其是上海书展，自2010年起，500余家

出版社、超过15万种优秀出版物经过筛选参

展，高品质的要求和服务读者的准则，使得

“上海书展”自2011年起正式升级为国家级

书展，从一个区域性展会成长为全国知名的

文化品牌和全民阅读活动示范平台。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培育，与“羊城书

展”合二为一的南国书香节俨然已由单一

的图书交易活动，发展成为集出版成果展

示、出版物展销、文化活动、信息服务交流

于一体的文化盛会。2009年，南国书香节

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全民

阅读活动优秀项目”。每年举办一次南国

书香节被写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

纲要》，成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 10 项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南国书香节规模

空前，广东全省19个地级市全面设立分会

场，实现书香节对全省地级市全覆盖，有近

300 万人次参与。官方 APP 与时俱进，对

接新技术，提供3D网上观展、AR情景互动

体验、AR现场观展导引等智能化服务，数

十万读者通过APP“智能导览”实现“手机

观展”。

文博会、动漫展、游戏展等业外展会近

年来也成为了书业拓展资源、找寻新的发

展空间、涉足版权和文创产业的重要接口。

互联网和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

重新塑造我国出版传媒发展格局。推动传

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把传统出版

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是出版业巩固

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迫切需要。近10

年尤其是近 5 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扎实

推进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

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全面融合，取得了

可喜的成效。

2014 年 8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2015 年 3 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财政部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

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立足传

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

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

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

度融合……力争用 3~5 年的时间，研发和

应用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确立一批

示范单位、示范项目、示范基地（园区），打

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市场竞争力强

的新型出版机构，建设若干家具有强大实

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出版传媒

集团”。为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影响力向网

络空间延伸、实现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相关政策出台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在2016年从200家申报单位中遴选

20家，确定为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依

托单位和共建单位，围绕出版融合发展的

重大课题、重大项目和重大发展方向开展

集智攻关，创新理念观念、管理体制、经营

机制和生产方式，创新技术、产品和业态。

截至 2017 年底，实验室相继挂牌运行，一

批有引领性的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初见

成效。

中国出版集团的数字精品内容综合

运营平台、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的印数

决策支持系统、辽宁出版集团的五大运营

中心融通一体化、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媒

立方、咪咕数媒的有声阅读云平台、中文

传媒的新闻出版领域物联网应用、安徽新

华发行集团的“共享书店”、新华文轩的

“共享书屋”等一批项目进展良好。国家

知识服务建设工作全面启动，截至2017年

年底，50家出版单位确定为专业数字内容

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得到APP、喜马

拉雅、悟空、知乎等知识服务新业态蓬勃

发展。

“十二五”时期，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选定 170 家数字化转型示范单位，确

定了 72 家重点标准应用服务模式创新试

点示范单位，积极推进中华字库工程、国

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国家数字复合

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

促进全国出版产业融合发展。中国出版

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

投资控股集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等着

力规划了新兴出版平台，利用云计算、大

数据、VR、AR 等技术，推动出版产业转

型升级。

（上接第6版）

另一标志性事件打破了读者对“新

华老字号”的传统认知。2018 年 4 月，

全国新华书店网上联合发行平台——

新华书店网上商城正式上线运营，以资

本为纽带，以技术为支撑，链接全国

1.2 万家实体门店、584 家出版机构和

3000家公共图书馆，推动出版物全产业

链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

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首次提出了非公有资本进入

新闻出版产业的“四条路径”，并将通

过加强和改进服务，为非公有制文化

企业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

境和平等的竞争机会，民营书业的合

法地位得到官方认可。近年来，西西

弗、言几又、钟书阁等一批民营实体书

店形成示范效应，品牌、特色、连锁经

营势头凶猛。据《2017 年民营书业发

展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民营企业

数量增幅显著，达到 12.73 万家，较上

年增加 3500 多家，增长 2.8%。民营企

业在全国的比重较上一年也又有所提

高，占到全国的 85%，比上年度提高了

1个百分点。

图书电商平台也成为出版传媒业

发展变革中绕不过的话题。从1999年

当当网创立到2010年京东正式上线图

书板块，再到 2012 年天猫商城图书板

块上线，国内图书电商已形成“三足鼎

立”之势，曾经名震一时的卓越网在被

亚马逊收购后，基本退出争霸舞台。在

电商价格战让出版社苦不堪言的同时，

当当网和京东图书近两年从线上转战

线下，布局实体书店。

除了传统渠道外，自媒体渠道也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具

有代表性的当属“罗辑思维”效应，

2015 年“罗辑思维”与出版社合作，仅

凭借公众号这一渠道，营销 60 种书，

就在当年达到了 1 亿销售额。自媒体

渠道、社群营销成为 2015 年火爆全行

业的关键词。

代表性会展迅速成长，影响辐射国内外

伴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

持续增强、文化传播理念进一步创新，

我国文化“走出去”步伐越来越稳健。

近10年来，各部委、新闻出版主管部门

对包括新闻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

进行指导和支持，在税收、金融、平台、

人才等各方面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原新闻出版总署自 2007 年出台扶

持新闻出版“走出去”的8项政策，对优

秀的“走出去”企业、项目、内容进行资

源倾斜、政策扶持后，2011 年又专门制

定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

发展规划》，将新闻出版“走出去”划分

为版权贸易、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实物

产品出口、印刷服务出口、新闻出版企

业“走出去”五方面。

2011 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

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

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

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

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

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

机制，开拓国际文化

市场。”

2012年1月，

原 新 闻 出 版 总

署 以 年 度 1 号

文件形式，出

台了意义重大

的《关于加快

我国新闻出版

业走出去的若

干意见》，第一

次从国家层面对

新闻出版业“走出

去”进行全方位布局，

第一次围绕新闻出版业

“走出去”出台专门文件，第

一次系统梳理归纳已有的推动新闻出

版业“走出去”的所有优惠政策，第一次

就加快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提出

资源配置10条“新政”，第一次提出把推

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作为各地新闻

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把手”工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以来，全国新闻

出版业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

地实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

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

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

设的指导意见》陆续出台，统筹我国对

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努

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

动文化“走出去”的力度空前加大。中

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

部、教育部等陆续发布中外图书互译计

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

出版物国际传播渠道拓展工程、国际合

作出版工程等，资助范围覆盖文化“走

出去”的内容、产品、渠道各方面。

除顶层设计，各出版集团、出版社

实力创新“走出去”路径——中国出版

集团、中国外文局、科学出版社通过建

立国际编辑部（海外编辑部/海外分

社）的方式，以优质内容资源为依托，

深耕当地市场，拓展海外布局；北京出

版集团在布拉格、爱丁堡、加德满都等

地打造“十月作家居住地”，为作家体

验当地生活、激发作品创作创造条件；

国际文学舞台上，莫言、刘慈欣、曹文

轩等中国作家斩获大奖，作品输出海

外，大大提升了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

的自觉和自信，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

新业态蓬勃发展新业态蓬勃发展，，深度融合实效初显深度融合实效初显

加大合作交流加大合作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

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

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并将”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列为我国近期在扩大开放方

面的四个重大举措之一。

自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至今，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工作已走过了整整10年。10年来，法律

法规的集中颁布、打击盗版和非法出版物

力度的逐渐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都

为我国版权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保障和

动力。

据国家版权局数据，10 年来（2006~

2015）中国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持

续增长，创造的行业增加值翻了近两番，年

均名义增长率为15.68%，整体上高于GDP

增速2.19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也提高

了0.91个百分点，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

迈入 21 世纪，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

国内侵权盗版问题严重，网络中的侵权盗

版问题更甚。2005年开始，国家版权局联

合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

理“剑网行动”，针对网络文学、音乐、视频、

游戏、动漫、软件等重点领域和APP、网盘、

电商平台、广告联盟等新型网络应用开展

分类治理，严厉打击各类网络侵权盗版行

为。国家版权局数据显示，2013~2018年，

全国各级版权执法部门共查处包括网络案

件在内的各类侵权盗版案件22568起，依法

关闭侵权盗版网站3908个。“剑网行动”不

断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的打击力度，网络

空间版权秩序逐渐清朗，网络版权治理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的提

升，国务院在 2015 年发布了《关于新形势

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确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实现对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的升级。推进知识产权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

体制，改善知识产权服务业及社会组织管

理，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

度，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

动发展评价制度；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加

大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建立健全知识

产权保护预警防范机制，加强新业态新领

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制知识产

权滥用行为。

具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里程碑

意义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在 2012 年 6 月 获 得 通

过，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个在中国

签署并以我国城

市 命 名 的 国 际

条约。该条约

摆 脱 了 由 美

国、欧盟等发

达 国 家 和 地

区制定国际规

则 的 惯 例 ，表

明 中 国 和 发 展

中国家在规则制

定中的重要作用，

也肯定了近年来我

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

的成绩。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版贸产业稳健发展版贸产业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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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会展迅速成长，影响辐射国内外

《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中提到，每年举办一次“南国书香

节”，“南国书香节”成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十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业态蓬勃发展，深度融合实效初显

《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

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

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

度融合。

● 加大合作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

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

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版贸产业稳健发展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到，深入实

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改革，有效促进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