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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018年，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见证出版业经历从书荒、低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向出版强国迈进的历程。40年的进程跨度是耀眼的。1978

年，全国只有105家出版社，出版图书仅14987种，总印数37亿册。2017年，全国已有580多家出版社（含副牌），出版图书51万余种，总印数92.4亿册。当然，出版业

40年的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些数字就能简单描绘的，它深藏于每位出版人、读者的记忆当中，也体现于每一个或大或小的事件、现象之中。

每一种对于行业有标志意义或造成影响的出版现象以及行业发展的微小缩影都是出版业40年发展最有力的见证。2008年，本报推出的“30年书业百版金刊”曾

对改革开放前30年30出版现象进行梳理（详见本版30年书业变迁30现象），转眼间，又是10年过去。1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企图回望这些现象在当前业态中的存在

变化，并继续归纳近10年具有节点意义、带来延续影响的出版现象，在每一个细节追寻中追溯书业40年变迁的温度与坚定前行的底气。

前30年，出版业经历了学生考试学习专用辅导书出现并成为重要板块、大

众学术丛书出版热潮、明星出书热、校园文学热、引进版成励志财经畅销书重

地、职场小说成就细分市场等一系列细分市场的变革和热潮起伏。其中的诸

多变化是细分市场丰富与塑造成型的关键节点，也有一些现象在若干年后再

次以新的契机出现、延伸。例如，明星出书热在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时代得到延

续，明星出书的内容、形式多元发展，粉丝经济显现出令人咂舌的能量。目前，

引进版仍然是励志财经畅销书重地，不过，值得惊喜的是，以《薛兆丰经济学讲

义》《大败局》《场景革命：重构人与商业的连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影响范围辐

射较大的本土原创产品，也昭示着国内出版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且收效明显。

出现于“文革”结束后不久的图书品牌，如今进入了精细化运营时代；影视

拉动图书销售的现象也逐渐发展为全版权运营趋势；韩寒、郭敬明曾是青春文

学作家偶像化的代表，随着一批作者年龄增长并逐渐脱离青春文学市场，近两

年青春文学市场有转冷之势。而从百家讲坛让国学阅读成为潮流扩展为传统

文化成为出版“富矿”，“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引发众多出版机构入局。毋庸

置疑，一系列热潮伴随的必然是竞争加剧，因头部作家作品的稀缺，出版资源

争夺致使版税直线上升，如今知识付费红利更是导致版权竞争全方位白热化

……前30年的诸多现象在一路向前的产业发展中或纵向延伸、或因市场需求

转变形成拐点，不过不变的是出版人从未间断多元化的出版创新探索，传统出

版业逐渐以更加包容、主动的心态拥抱新的互联网浪潮，以更为大胆的姿势试

水文化消费市场的新风口。

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以来，我国港台、海外出版市场对于内地出版业的影响

就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一大助力。港台作家大陆走红、韩流凶猛、“哈利·波

特”开启幻想文学出版潮……直到现在，各大图书细分市场，一系列外版经典

作品仍然霸占排行榜的多数席位，在满足读者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拓

展全球视野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醒出版人虚心学习、取长补短，推动本土

原创的高质量发展。近10年，中外交流的动作显然更为深入、密切，一批中外

作家合著作品问世，不少本土作家作品在海外形成卓然影响力，海外知名作家

越来越多赴内地与出版人、读者沟通交流。中国出版正在悄然从“走出去”向

“走进去”进化。

近10年，图书细分市场也起起伏伏、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生活类图书

从大众到小众高端转变，财经书从经典读物向实战派系更迭，少儿编程、桥梁

书等新细分市场出现，国学热、养生图书热、涂色书爆火、日历书重热，自媒体

流量红利赋予图书销售新模式……新世纪以来的图书细分市场有许多曾引发

业界关注的节点。

主题出版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建设的全方位重视促成其深度、温度兼具的

发展现状；搭上影视、互联网发展快车，传统出版谋求变身，全版权运营渐成趋

势；少儿出版在新世纪以来高歌猛进经历“黄金10年”并逐步进入新的“黄金

10年”；原创图画书体量、质量突飞猛进，胜出在望；传统文化热在国内外同步

上演；自媒体从内容供给、流程变革、营销销售渠道变化等环节全面切入传统

出版；一大批超级作家作品出现形成顶级IP……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似乎是

对于出版业格外具备节点意义的一年，“知识付费元年”“有声书元年”“VR/AR爆

发之年”，诸多对行业产生浪潮式影响的现象在这一年引爆。于是，“纸电同

步”“纸听同步”，跨介质联动成为可能；知识付费风口、VR/AR热潮带动内容的增

值和技术在传统出版业的渗透。基于这些现象辐射出的影响力，我们特别梳

理出近10年书业嬗变最具代表性的10大现象，更多出版行业具有不同意义的

现象也珍藏于出版人、读者的斑斓记忆中，并不断为行业蓬勃发展提供动能。

4040现象
1978~2018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整理

#报告文学引起反响# 1978年3月，徐迟的

长篇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出版，随后几

年，报告文学出版热潮涌现。

#图书品牌出现#“文革”结束后不久，上海

文化出版社曾推出一套“五角丛书”，销量超

过千万册，第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图书品

牌”出现。 如今，图书品牌已然百花齐放。

#港台作家大陆走红# 20世纪80年代初，来

自我国港台地区的作品获得大陆读者如饥似

渴的追捧。琼瑶、三毛、金庸、古龙、罗兰、刘

墉……这些如今已成“大家”的港台作者在图

书细分市场各领风骚。

#动物类小说流行# 动物小说自产生以来就

呈现出畅销和经典双重气质。国外经典动物

小说掀起一波波阅读热潮。在我国，沈石溪

动物小说系列热销，2004 年《狼图腾》再度掀

起“动物小说热”，国内持续热销的同时远销

欧美多个国家。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 1986 年北京国际书

展期间，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朗文公司主动

向人民教育出版社表示对合作出版对外汉

语和对华英语教材的兴趣。1988 年底，双方

正式拉开中英合作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的

序幕。

#学生考试学习专用辅导书出现并成为重
要板块# 上世纪80年代，随着高考的恢复，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象导致高考竞争日趋

激烈，为高考备考而出版的教辅图书浮出水

面，随后，形成了教辅出版的“黄金时代”。

#大众学术丛书出版热潮# 上世纪80年代

中后期，中国读者对各种西方的哲学、文化、

思潮等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批大众学术丛书

得以翻译出版并迅速畅销。“走向未来丛书”

“二十世纪文库”等，形成上世纪80年代的文

化批判浪潮。

#陕军东征# 1993年，陈忠实、贾平凹、京夫、

高建群、程海等5位陕西作家同时拿出长篇力

作，出版界一时因这些陕西作家而“纸贵”。陈

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

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程海的

《热爱命运》，评论家将其称之为“陕军东征”。

#金盾直销模式的开创和发展#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金盾出版社曾以“新书试销”和“背

书下乡”的发行举措，开出版界自办发行之先

河，并创造了金盾直销模式，即聘请直销人员

带着图书深入到村镇基层推销。

#影视拉动图书销售# 影视对图书的带动作

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表现出来；进入21世

纪以来，这种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大宅门》

《康熙大帝》《省委书记》等都在影视剧热播

后，登上畅销书榜单。如今，影视和图书互动

性更强，很多图书在策划之初就与影视作品

密切联动。

#余秋雨引发的散文出版热# 上世纪90年

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吸引着无数的读者，

随后，他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

疆》《笛声何处》相继出版，在文化界掀起“余

秋雨及其文化大散文热”。

#明星出书热# 上世纪90年代末，赵忠祥的

《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等创下百万销量，

明星出书热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明星书已

成为常规品种。甚至出现很多明星身边人写

明星的作品，如韩寒父亲写的《儿子韩寒》。

#读图时代的到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山

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老照片》，上市后不仅

热销而且备受文化和出版界关注，形成“怀

旧”风潮，更标志着“读图时代”的到来。

#校园文学热# 1978年左右出生的人多对校

园题材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印象深刻。校

园题材的文学作品，1997 年出版的《花季·雨

季》则是代表。该书迅速引发校园文学热潮。

#世纪末怀旧出版热# 1999年前后，全世界

共同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感慨、盘点和纪念

过去的百年、千年成为出版的最大主题，有关

世纪末怀旧的作品非常之多，形成了百年甚

至千年难得一见的怀旧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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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可以说是中国少儿出版的“黄金10

年”，原创与引进齐头并进，塑造出空前繁荣、发展迅

猛的童书市场。2015 年，少儿图书超越文学和教辅，

成为码洋比重第二大的细分市场；2016年，童书的零

售渠道销售码洋占比首次超越了社科，成为图书零售

市场的第一大板块；2017年图书零售市场的增长有

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于少儿类图书。童书出版也成为

整个行业的活力担当，选题多元化、内容质量整体提

升、营销创意不断求新、各细分市场佳作频现……截

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583家出版社，其中就有520

多家出版社涉及少儿类读物。大批民营资本也看好

这块“大蛋糕”、以多样姿态介入童书市场。“米小圈上

学记”“淘气包马小跳”等众多超级童书销售码洋纷纷

破亿。以传统图书业务起家的当当，也靠其童书品类

市场亮眼的销售表现形成其市场竞争力。2017年当

当童书总销量达4.1亿册，码洋增速超60%。

快速繁荣的背后，是市场供大于求、高库存、高退

货、低折扣、低利润等一系列问题和隐忧。少儿出版

“黄金十年”让出版人收获满满的同时，也逐渐清醒地

认识到向质量效益转型转变的重要性。多位出版人

表示，如今，少儿出版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10年”，

从快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大家共同面临的

紧要任务。慢下来、好起来，注重抓内容建设的同时

发力阅读推广，加大原创力度、推进多渠道营销、优化

市场结构……童书出版机构已经纷纷开始调整战略

布局，谋求又一个“黄金10年”的新战绩。

传统出版华丽变身 全版权运营促授权细分

少儿出版“黄金10年”

传统文化出版再遇新机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铸就了丰富的传统

文化资源宝库，历史的厚重、代代相传的智慧、风情乃

至日常趣味都能成为出版内容挖掘的源头。伴随着一

批又一批优质的传统文化专业著作与大众读物受到市

场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成为出版圈的

热门。近几年各大媒体图书出版相关的年度关键词盘

点中，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地居于前列。《中国诗词大会》

《中国成语大会》《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林汉达中国

历史故事集》《有故事的汉字》《少年读史记》……众多

爆款图书让业内外看到传统文化蕴含的广阔能量。

与此同时，近些年，也有不少出版机构在古籍整

理出版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传统文化的蓬勃生

机。2007年，中华书局启动了对点校本“二十四史”的

修订工程，2013年以来，这一浩大的修史出版工程已

有《史记》《辽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魏书》《南齐

书》等陆续问世。凤凰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国情调查报告》、三晋出版社的《最善拓本泰山经石峪

金刚经》、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

刊》《容庚藏帖》……一批受市场认可的大码洋书系显

示出传统文化在另一种出版形式中的盎然生机。

这股传统文化热潮显然也拓展到了海外，众多出

版机构纷纷“出海”，一大批诠释优秀传统文化作品被

翻译成多语种，呈现在海外读者面前。商务印书馆的

《汉语图解词典》累计出版发行80个语种，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已累计输

出20个语种。2017年9月，“第2届孔学堂·国学图书

博览会暨2017国际出版论坛孔学堂国学分论坛”给出

的数据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版权“走出去”，规

模和质量逐年提升，初步统计，5年来有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版权书达到1.2万种，年均增长10%。

不过。在传统文化热的利好形势下，越来越多出

版人开始注意到选题创新、守正出新的重要性。据

CIP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论语》相关图书多达200

种，《史记》《红楼梦》也有百余种。杜绝同质化“炒冷

饭”或盲目跟热点也是出版界在传统文化热潮背后必

须有的冷思考。

文化产业IP（Intellectual Property）热是近年文

化消费市场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国外早有美国迪士尼

公司等IP运营的成功典范，国内的这波IP热却起大

约始于2014年的影视产业。在资本市场助推下，我

们通常所说的IP概念也由直译的知识产权延伸为指

那些被广大受众所熟知的、可开发潜力巨大的文学和

艺术作品。优质内容版权费一涨再涨，IP开发产业链

逐步完善，这样一来，IP热对于居于内容生产源头、拥

有丰厚文化、艺术作品积淀的传统出版业而言无疑是

巨大的机遇。经典名著、名家作品、网络小说……甚

至《新华字典》都成为IP开发的对象。今年开始，IP热

明显降温，资本追逐和价值转化的理性、版权运作逐

渐步入常态，专业化、系统化是必然要求。

在此过程中，出版业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意外、观

望到个别试水再到全版权运营成为共识的心路历

程。不少出版机构也华丽变身，在图书生产基础上拓

展影视、文创、舞台剧、有声故事、在线课程等多元业

务。同时，不少出版机构纷纷借全版权运营撬动文化

消费市场新增长点，成立图书中心、运营中心和专门

IP孵化公司是两种相对典型的发力模式。以中国出

版集团为例，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宣布成立“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开启全版权运

营的大门。2017年，知名作家、甘肃省作协副主席雪

漠宣布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共同成立雪漠图书

中心，以新的运营模式全面立体地打造“雪漠”品牌。

而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以影视综艺制作及IP孵化商定

位的中版昆仑传媒也成功运作《钓鱼城》《孔雀胆》等

系列推理悬疑类作品。

一条围绕图书版权而构建的全版权运营产业链

日渐清晰的同时，出版机构的介入姿势也从被动的等

待演变为主动的版权推介、专业的版权孵化。此外，

全版权运营趋势蕴含的机遇也在倒逼版权市场的良

性运作机制形成和版权授权的规范、细分，纸书版权、

电子书版权、有声版权、影视版权……在作者对于各

项细分版权重视意识加强的当下，同步获取各项授权

成为全版权运营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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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新现象
自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实施主

题出版工程，“主题出版”的概念提出距今已

有15年。期间，它有力地配合党和国家不

同时期主题主线，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近

10年间，主题出版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

随着主管部门支持力度的不断升温，主题出

版成为大多数出版社甚至整个行业的重要

抓手。2012年，《关于报送迎接党的十八大

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的通知》《关于做好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主题出版工

作的通知》两个首尾衔接的主题出版战略部

署，预示着主题出版被提升到党和国家顶层

设计的战略高度，主题出版时代拉开序幕。

从顶层设计到自发创新、从“叫好不叫

座”到爆款频现，如果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

出版标注关键词，主题出版必然不可或缺。

据《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当年有17

种主题图书年度累计印数超过100万册。2018北京

图书订货会2400余个展位、数百场文化活动中，“十

八大以来优秀政治读物 十九大图书文献展”专区备

受瞩目，数百种主题出版物亮相。与此同时，当代中

国主题图书越来越受到海外读者喜爱。出版机构也

自觉强化精品意识，追求“双效”并举、质量齐增，主

题出版逐渐呈现深度、温度兼具的发展趋势。从内

容上看，充当“搬运工”、生硬阐释政策理论的现象逐

步改善，选题既关注国家层面的政策、战略，又兼顾

基层建设与普通人的故事，注重优秀文化传承，诠

释、解读兼顾大局的同时趋向大众化、年轻化。

从《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到《红星照耀中国》

《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再到《温良恭俭中国

礼》、“乡愁中国”系列、《中国好家风故事读本》……

围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战略，见高度的同时接地

气、达人心，“高冷”的主题出版物逐渐软化、温暖。

出版机构纷纷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多向性的产品

线，切实立于全球视野、面向市场需求，以讲好中国

故事为途径，不断找寻打动读者的连接点。

改革开放 产业纵览篇 / 书业变迁40现象★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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