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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改革带动教材出版策划竞争# 2000 年前

后以“新课标”为标志的课程改革启动，其中对出版界

影响最大的是教材出版的开放，允许其他出版社甚至

民营机构进入教材出版策划领域，并实施了“招标”等

一系列新规则。

#成人漫画出现# 本世纪初，蔡志忠的《大学——博

大的学问》《菜根潭——人生的滋味》《孔子说》等作品

相继出版，引发了图书市场成人漫画阅读热潮，众多

我国台湾地区的作品也一直是该领域的畅销书。

#青春文学作家偶像化# 2000年以来，以韩寒《三重

门》为发端的大陆青春文学读物市场，与引进版青春文

学作品交织，很快形成图书市场的热门领域，与传统文

学领域不同的是，其作家的偶像化倾向十分突出。

#引进版成励志财经畅销书重地# 2000 年，《富爸

爸，穷爸爸》的引进出版，不但为其策划人带来了巨大的

出版效益，也拉开了引进版经管、励志书的畅销序幕。

#韩流凶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出版物的出口开

始发展，先是日本，后又在2000年左右将出口范围拓展到

中国，2004年则进一步扩展到泰国、印尼、越南等国家。

在中国，“韩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影视互动。

#语文课程改革激发名著阅读# 国家教育部关于语

文课程的改革在2000年以后启动，而语文新课程标准

引发了名著类图书的出版热潮。

#哈利·波特开启幻想文学出版潮# 2002 年年初，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出版及其随后的持续畅销，

使得一些出版社对类似的魔幻题材产生浓厚兴趣，

《紫川》《搜神记》《小兵传奇》等网络著名奇幻作品相

继出版纸质书，奇幻、玄幻风潮顿起。

#洪昭光掀起健康出版热# 2002年，没有谁像洪昭光

那样得到媒体的宠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洪昭

光健康忠告》，16天卖出15万册。大众健康类图书出版

热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

#新武侠重出江湖# 2003 年，经过《今古传奇·武侠

版》等杂志的积累和推进，由该杂志社与西南大学中

文系教授韩云波共同提出了“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具

体指那些以中国大陆作家的创作为核心的所有新武

侠创作，提倡：新江湖、新侠情、新体验、大武侠。

#文库出版见功夫# 大型文库的出版，得益于改革开

放30年经济的发展，而大型出版集团的组建又使文库

出版进入高潮，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成立后即开始运作作为集团品牌体现的《世纪

文库》。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中国

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

#《水煮三国》突显本土财经出版力量# 2003年，以

《水煮三国》为代表的一批本土财经迅速崛起，他们的

畅销成为当时出版业的热点话题。

#理论通俗读物常年热销# 自2003年推出《干部群

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之后年度出版时改名为《理

论热点面对面》）起，中宣部理论局每年组织编写一本

通俗理论读物，本本都成为年度畅销书。

#职场小说成就细分市场# 从《圈子圈套》三部曲、

《输赢》到《基金经理》《杜拉拉升职记》，再到《无以言

退》等，职场小说屡屡出现畅销书，深受读者喜爱。

#百家讲坛让国学阅读成为潮流# 从易中天、于丹到

阎崇年，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为第一推动力所掀起

的“读史热”，在全国上下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不仅

捧红了一批学术明星，更是打造了一批畅销书作家

#出版资源争夺致使版税直线上升# 中国有500多

家出版社，策划公司数量更难以确认，但是，包括网络

写手在内的中国的知名作家的数量，最多不超过100

位，而最具市场号召力的作家，恐怕10个指头就可以

数得出来。作家与作品作为最宝贵的出版资源，引发

众多出版社与策划公司之间白热化的竞争。

#出版分工被打破# 进行体制改革之后，出版业态、出

版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原来按计划经济要求划定的出

书范围分工逐渐被打破。一方面，依据原有专业分工

成为某一领域出版品牌的出版社有很多；另一方面，突

破分工范围而开拓新的领域是更多出版社的选择。

#网络资源成出版重要来源# 在第一批网络小说出

版又沉寂之际，整个网络文学进入如火如荼的新发展

期。文学网站的VIP收费阅读为网络写手们打开新的

一扇门。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拥有海量作品的网

络文学中，如何淘到适合纸质出版的精品佳作，是当

下最最考验出版社眼光的一项日常工作。

近 10 年也是出版行业惊喜不

断的一段时期。纵观各细分市场，

超级作家和作品频现，直观映射出

中国出版业的欣欣向荣。一大波超

级作品和超级作品背后，围绕图书

形成的粉丝经济逐步壮大，自媒体

带来的粉丝经济也是超级作家、作

品出现的重要推手。2012年，中国

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空

前的“莫言热”，《红高粱》《檀香刑》

《丰乳肥臀》《蛙》……其作品在各大

图书榜单中都长期居于前列。2016

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成为

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草房

子》《火印》《青铜葵花》……其作品

也一时风头无两。此外，刘慈欣与其代表作

《三体》也是典型。

而《邓小平时代》《我们仨》《于丹〈论语〉

心得》《藏地密码》《明朝那些事儿》《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盗墓笔记》等都是原创大众类

图书销售码洋破亿；“米小圈上学记”“淘气

包马小跳”“笑猫日记”“动物小说大王沈石

溪品藏书系”等也凸显中国原创童书的超级

作品现象。据悉，“米小圈上学记”前3辑累

计发行 923.5 万册，销售码洋 1.52 亿；“淘气

包马小跳”系列累计发行1900万册，销售码

洋3.5亿。近日，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宣布

《我有友情要出租》销量破百万册，这在原创

图书中尚属首例。

引进版图书也出现了一大批超级作品，

《摆渡人》《解忧杂货店》《秘密花园》《乔布斯

传》《追风筝的人》《人类简史》……一批市场

反响热烈的引进版图书引发风潮的同时从

畅销书转为常销书。而在童书市场，引进版

超级童书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神奇校车”

系列、“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斯凯瑞金色

童书”系列、“法布尔昆虫记”、“小牛顿科学

馆”系列……这些引进版的成功基本已经

成为引进版童书不可逾越的高地。

纸电听同步 内容差异制胜
2016年6月，喜马拉雅FM上线马东团队的

付费音频课程《好好说话》，正式开启音频内容

付费这一重要的变现渠道。这一年，蜻蜓FM、

考拉 FM 等音频平台纷纷加速布局有声书市

场。此后，图书有声版权价值大幅提升，头部内

容版权竞争激烈，点击量破亿级甚至十亿级的

有声书作品先后涌现。“出版业借有声书‘梅开

二度’，数百音频APP打响内容争夺战”，媒体报

道时使用的标题简单直接地指出听书热为传统

出版带来的机遇。有声热带来的是版权费“水

涨船高”、铸就高稿费奇迹的现状。业内也将

2016年称为“有声书元年”。此后，各大平台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强差异化布局，出版机构

也纷纷“试水”，掘金有声市场。

从“纸电同步”到“纸听同步”再到“纸电听

同步”，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跨介质成为一种

营销点的同时，也在逐渐成为出版业发展趋

势。有媒体报道，人民邮电出版社每年出版新

书3300种，其中1500多种新书能推出电子版，

纸电同步率达到50%左右，中信出版社、人民文

学出版社等纸电同步率也在这个范围内。2017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酷听听书携手国内七

大主流出版机构带来的创新纸听同步出版模

式，因其纸书、有声零时差同期上架，引发业界

热议。值得注意的是，在纸电听同步率不断提

升的背景下，出版机构又开始探索同步首发、内

容差异的模式，寻求内容价值的最大化。今年9

月13日0点，当红歌手、演员王俊凯的首部个人

图书《十九岁的时差》纸质书和电子书同步预

售，到上午9点21分已累计销量超12.8万册，其

中电子书销量达1.8万册、纸质书11万册。由掌

阅APP发售电子书、新星出版社出版纸质书，纸

质书里有王俊凯最新的独家写真，电子书中

则有独家旅拍珍藏影像、原声无损音

频以及高清珍藏海报等，这种纸

电内容差异的尝试吸引了众

多业内人士的目光，为纸电

多形式联动带来灵感。

原创图画书胜出有望
上世纪 90 年代，图画书进入中国，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少儿出版“黄金

十年”助推，图画书已经成为市场份额排名第

二、规模仅次于儿童文学的主要细分类别。不

过，一开始国内图画书市场以大量引进国外优

秀作品为主。直到2012年，国内某知名少儿出

版机构副总编辑还在感慨：“现在的儿童图画

书市场绝对是引进版的天下，约占90%。”

不过，依赖于众多童书出版机构和出版人、

创作者的努力，引进版绝对碾压的局面悄然生

变。2014 年，我国图画书引进 2000 种，原创

2000 种；童书年出版4万种，图画书占了1/10。

虽然原创和引进图画书在数量上似乎打了平

手，但在市场销量、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来看，

原创图画书依然势单力薄。2015 年，对少儿图

书市场增长起到最大贡献的是卡通/漫画/绘本

品类，同比增长达到 27.5%。而近两年，本土原

创与引进版两分天下，写图画书、出图画书、读

图画书成为潮流，《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我有友

情要出租》《安的种子》等爆款频现，原创图画书

异军突起成为童书出

版的新亮点。值得注意

的是，在各类图书奖项

和排行榜上,原创图画书

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

引进版图画书。中国图画

书市场以引进为主转为原创

引进并举的良好局面。

有出版人表示表示，中国原创

图画书发展将迎来井喷期，水平大幅提

升的同时，更多作家画家投入创作，中国会成

为全世界最大的图画书消费市场，进入图画书

出版的大国时代。中国民间故事、神话等传统

文化素材在图画书创作中的成功运用为中国

原创图画书渲染上更为浓郁的东方特色，于

是，一大批本土原创图画书成功走出国门。基

础作品数量激增，题材多样，国际合作模式成

效显著，“走出去”喜讯不断，诸多鼓励原创的

图画书奖、平台先后设立……原创图画书俨然

胜出在望。

知识付费风口 带动出版内容增值
2016年对于文化产业来说似乎是一个极为

特别的年费，除了是“有声书元年”之外，也是

“知识付费元年”。作为出版人，如果你还没有

关注过知识付费，肯定会接收到来自周围的满

含不可思议的目光注视。要知道，《2017年新闻

出版业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国内知

识付费的总体规模有望达500亿元。网民为内

容买单的消费习惯养成的过程也意味着知识付

费的风口越来越大。图书内容被结构，拆分成

课程，作者借助讲课分享知识，知识变现的渠道

越来越多的同时，出版内容增值明显，而一些知

识付费课程内容显然又反过来成为重要的出版

内容源头。

以知乎、得到为代表的社交知识服务平

台，以千聊、喜马拉雅为代表的课程汇聚平台，

以十点读书、樊登读书会为嗲表的社群阅读学

习平台，以插座学院、创业邦为代表的垂直领

域培训平台……知识付费平台百花齐放。毋

庸置疑，内容质量是知识付费的核心，也是平

台竞争的关键点。而传统出版机构内容生产

评价机制成熟、专业性强，出版内容显然是知

识付费平台争相抢夺的内容来源。基于此，图

书内容价值提升不仅表现在版权费提升、变现

渠道增多，还表现在促进纸书销售的手段逐渐

多样化。

手握内容资源，不少出版机构也已经以更

为自主的姿态切入知识付费，基于专业垂直领

域的知识服务平台和知识资源数据库、借助知

识付费平台的自媒体渠道运营，出版机构在不

断学习和探索内容价值的挖掘。如何为既有资

源赋能、创造更大价值显然是很长一段时间需

要思考的问题。

VR/AR图书成新宠
将VR/AR技术应用在书籍上，让静态的图

文“活”起来，这就是近些年大火的 VR/AR 图

书。2016年被看作真正的虚拟现实产业爆发之

年。这一年，获得上千万天使轮投资的易视互

动与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大开眼

界·恐龙世界大冒险》，附送 VR 眼镜和 APP。

该书第一次推出便被京东独家买断了5000套定

制版，随后很快不断再版。截至2017年11月，

中信童书团队打造的引入 AR 技术的“科学跑

出来”系列图书到销量已经突破了 100 万册、

6800万码洋。童年央视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同

名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该社首次在书

中采用了 AR 技术，读者只要扫描书中的图片

即可观看相关视频。

出版业显然是一片适合VR/AR“繁殖”的

土壤，并且早已从少儿/教育之一主阵地拓展的

专业、文学等图书品类。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

的用户消费场景的革命显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

阅读场景体验，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出版社都

正在或已经尝试 VR/AR 图书打造，担任 AR/

VR技术提供商角色的苏州梦想人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目前已与与科学出版社、人民教育电子

音像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等国内外 100 多

家知名出版机构合作发布数千本 AR 图书。

VR/AR与书业结合的可挖掘前景还有很大，但

出版人需要尤其注意成本把控、技术成熟度判

断、受众需求点契合度等关键因素，谨防 VR/

AR图书“看起来很美”的尴尬局面。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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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进入了自媒体

时代。从品牌宣传窗口到营销主阵

地再到内容资源源头、全版权运营

载体与连接点，近年来，自媒体已然

全面切入出版行业。伴随着微博、

微信等带来巨大流量红利的显现，

一批自媒体大V成为受益者。出书

成为大批自媒体大V“功成名就”之

后的必经之路，图书也被视作自媒

体人流量变现的一种载体。知名自

媒体人咪蒙创作的《我喜欢这个“功

利”的世界》，曾创下预售1分钟卖出

1000 册、4 小时卖出 5 万册的成绩。

从较早的罗辑思维，到六神磊磊、深

夜谈吃、二更食堂等，结集出版似乎

成了象征自媒体“江湖地位”的标志之一。

大多数情况下，出版机构都是自媒

体人出书的主要推手，对出版社

而言，对应碎片化阅读成主

流的现状，经历过“大浪淘

沙”的自媒体内容和市

场皆有保障。经过多

年积累，出版机构也

确实从自媒体挖掘

出 一 大 批 优 质 作

者、优质作品，甚

至不断带来内容

形式的创新。近几

年的超级爆款“半

小时漫画中国史 ”

系列就源于作者陈

磊（二混子）在其自媒

体公众号“混子曰”上的

漫画讲史创作。此外，知名

漫画IP“吾皇万睡”的“就喜欢看

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系

列、微信大号作者懒兔子推出的《医本正

经》……大批源于自媒体的优质内容成为引

领出版风潮的代表。自媒体的切入显然已

不再是单纯的内容提供，而是从内容打造到

宣传营销策略再到销售、版权运营全程参

与，双方都在努力推动更为多元的联动、合

作方式。

超
级
作
品
和
作
家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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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出版深度温度兼具

●传统文化出版再遇新机

●传统出版华丽变身 全版权运营促授权细分

●少儿出版“黄金十年”

●纸电听同步 内容差异制胜

●原创图画书胜出有望

●知识付费风口 带动出版内容增值

●VR/AR图书成新宠

●自媒体全面切入出版

●超级作品和作家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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