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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正当时。相比出版、印刷等传统环节，营销成为图书产业链上的环节之一，不过

是近三四十年之事。从这个角度来说，营销无论是作为一个部门还是一个事业来说，都

正值壮年。细细溯源，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营销从新鲜事物迅速“成长”为重中

之重。就在十年前本报梳理的“30年·书业30新概念”之中，“营销”赫然在列。

疾风知劲草。市场是检验产品的最佳场所。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图书市场由卖方

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图书的销售成为书业的主要矛盾，营销观念便应运而生。在书业

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出版环节最受瞩目，印刷资源极为紧俏；而每当图书市场不景气时，

大家都会把营销当作救星。毕竟营销的全名，叫作市场营销。想抓住市场，离不开营销。

创新莫等闲。创新与融合引领了过去数年书业营销的发展，方式、方法的改革创新，

渠道、业态的相融相生，都源自读者的需求走向精准与个性化。从发布会到签售会，从线

下到线上，从微博到微信，从转发赠书到社群营销，从QQ群到读书会，再从线上到线下

……仿佛轮回一样，营销方式在不停变化着，唯一不变的是不断地创新。

未来有可为。从内容（content）为王到渠道（channel）为王，接下来或将进入营销为

王的时代。营销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交流（communication）。无论是线上营销还是线下

营销，目的都是和读者实现有效的交流。有效，也就是高转化率。如何用直接的方式让

图书的目标群体得到有用的信息，是提高营销转化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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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新营销
1.视频营销

从文字到声音，从音频到视频，人们接受信息

的方式按照这样的轨迹发生着改变。做好营销就

是做好和读者的沟通，读者接受信息的习惯变了，

营销的方式自然也要变。视频营销应运而生。

这一概念在2010年就存在。那时的视频营销，指

的是企业为产品拍摄各种视频短片，达到一定宣传目

的的营销手段。随着新兴视频媒体的流行，包括网络

视频、地铁公交移动电视、户外视频等，视频营销开始

为一些书业的先行者所尝试。

例如2010年初，磨铁策划的3本书《历史是个什

么玩意儿》《小穴位大健康》《潜伏在办公室2》的短片

在北京地铁和公交线路上开始播放。当时，磨铁还是

第一家和北广传媒（移动电视）联系的书企。在短片

播出后，有不少出版社和北广传媒联系广告。其中

《潜伏在办公室2》的目标人群是白领，正好与地铁人

群相吻合，宣传片从当年2月中旬开始播放，播放后的

1个月内该书销售5万册。再如，2010年5月凤凰联动

也尝试推出了图书视频广告，与分众传媒合作，覆盖

京城所有辖区，渗透到高端楼盘播出平台共计 3810

个，为期2周。《婚姻，决定女人的一生》《24节气饮食

法》等图书的地铁广告投入上百万元覆盖多条线共计

50个灯箱位，为期4周。但是，由于图书利润薄，制作

视频短片以及投放广告的费用都相对较高，因此，视

频营销一直是书业较少采用的方法。

时间来到2016年，可谓是中国“网络视频直播元

年”。随着“网红”“直播”“秀场”等互联网热词以及现

象级趋势的出现，网络直播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直

播行业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网络视频直播成为最火爆

的互联网产品。新潮的视频直播自然也波及到了图

书出版行业，图书出版人纷纷抢滩视频直播营销，吸

引读者，扩大自身影响力。

201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严歌苓、高晓

松、史航对话小说《扶桑》活动，就与腾讯文化合作，为

读者奉献了一场文化主题直播盛宴。之后，人文社采

取的直播形式也愈加多样，不仅直播新书发

布会、作家见面会，对于出版社内部的研

讨会、出版社品牌宣传等，人文社也

大胆采用直播的形式。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为新书《奇泥妙想之

手工故事书》预热时，策划了

直播内容为“丽丽姐的奇泥妙

想”的手工课，此次直播现场

吸粉 1222 人，点赞超过 1.6

万次。郑州市新华书店在

2016年8月举办的六小龄童

《行者》新书签售会，采取了

“高规格”的现场网络直播，凭

借多机位摄像、现场切换、实时

传导的良好效果，大大提升了场

内外读者的体验；同时，在直播页面

上，直接嵌入购买链接，读者只要打开

直播页面，就可以点击链接完成购买。

2.造节

从 2009~2018 年，10 年间“双 11”已深入人

心。2018年11月11日，天猫以2135亿元的成交

额再度刷新纪录；1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0.52亿

元。从“电商造节”到被比作电商行业的“春晚”，

“双11”已经成为一场覆盖全网、从线上延伸至线

下的购物狂欢节。

有节过节，没节造节。造节现在已成为书店营

销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早在

2010年，许多书店就开始以“造节”营销的手段来弥

补淡季销售的乏力。例如新华文轩将春节及春季教

辅、文轩童书节、文轩学生节及年末嘉年华四大周期

作为文轩营销费用重点投入周期，3月女性文化节及

春季养生、4月读书月、11月由总部确定活动主题，各

地区根据活动主题开展自主营销活动。2013年，沈

阳市新华书店“三八”妇女节活动打出“女人节·男人

杰”口号，节日当天购书送男人专用围裙一条，创意

十足。与之相应，书店还搭建了关于女性读物的展

台，包括社科、生活两大类图书。

线上的造节更是“疯狂”。近年来，“6.18”“双

11”“双12”等由电商自创的消费节渐成规模，其引发

的购物热潮甚至已经超过了许多传统的节日。2018

年是京东图书8周年，京东全球好物节期间（11月1

日0时~11日24时），京东图书销量同比增长115%，

人均购买金额同比增长35%，JDRead电子书阅读器

销量同期增长1000%。为迎接19周年庆和“双11”，

2018年当当网采取了形式多样的营销模式，由此带

来的效果十分显著，当当网在11月11日的图书总订

单量5分钟就达59万单、249万册。

“双11”影响力不再局限于电商，实体店借势“有

机可乘”。2014年，以青岛微书城、南京市店微信平台、

深圳书城微商城主导的微信商城，以文轩网、博库网为

代表的书业自营网站，以中图深圳公司、长春联合书城

等为代表的天猫店、京东店等第三方平台门店，通过一

系列线上营销，纷纷加入“双11”狂欢。青岛微书城提

供了包邮、买赠、特价等多种优惠特价活动回馈读者，

2014年11月10日开始微信推送。2014年11月6日刚

刚上线的深圳书城云书城、微商城也推出了一系列促

销活动，登陆深圳书城云书城网站一次性购买联展图

书每满100元送30元智慧卡1张。南京市新华书店微

信书城精品图书5折销售、天猫店全场对折且包邮。

近年来，不少书店也在对造节、促销进行反思与

改进，包括改进营销手段，控制营销节奏，把握重点节

日，延长活动时间等，如将暑期营销与开学季营销打

通，暑期营销活动中所获的优惠券，等到开学季才可

使用等方式，通过活动延续性，营销内容设计的连贯

性，实现更好的营销与店面销售，保证整体利润率。

3.新技术营销

在一定程度上，营销方式的创新越来越依赖技

术的力量。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等智能终

端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技术未来将成为

所有内容的出口和销售的入口，书业概莫能外。

将数字阅读带入书店卖场。新技术的日新月异

在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为书业

营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2011年春节过后，石油

工业出版社为推动本版图书在书店卖场内的销售，

在北京图书大厦内推出了有图书展示和查询功能的

多点触控终端机，进行图书展示，设备可以发声、朗

读、多点触控，这样就可以在视觉、听觉上增强与读

者间的互动效果，留住读者的脚步。而大连

市新华书店2011年6月正式启用的“数

字化新华书店”项目，则是通过“数

字购书终端”这样的新型技术装

备，拓展营销和销售模式，将实

体书店的销售空间从店内延

展到了全市众多公共场所。

2012年，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开发了一款集查询图书、

浏览新书、了解书城活动

资讯、查看会员积分和有效

期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移动

应用——深圳书城手机客户

端。

用二维码提供增值服务。

2012 年，人们已经被各式各样的

二维码所包围。扫码加好友、扫码登

网站、扫码购物得优惠等等，二维码改变

了购物方式和生活方式。早在2007年时中华书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即试水二维

码手机网站服务，提供出版社信息、新书信息、精彩

章节试读等功能。2012年，江西科技出版社首次在

出版的新书《祛病调养话健康》中尝试了二维码，链

接到作者自建的健康养生网站和养生讲座视频。

2012年6 月开始，湛庐文化不断进行各种二维码营

销的尝试，几乎每本书的封底都加上了二维码，很多

是指向国外作者的TED 演讲视频，为读者在书店翻

阅时提供购书参考，同时为买了书的读者提供增值

服务。二维码营销因具有制作成本低廉、立体化营

销、O2O对接销售渠道等特点，而在书业营销中逐

渐得到大范围推广。有的二维码实现销售功能，有

的二维码指向网络书店的购买链接，完成消费者的

购买需求。二维码作为移动互联网O2O的重要入

口之一，为图书营销信息的传播、销售功能的实现搭

建了线上与线下的桥梁。

书业是一片适合VR/AR“繁殖”的土壤。近年

来，VR/AR技术日趋火热，影响了多个行业的发展，

纵观当下书业中VR/AR技术的运用，主要分为两个

方向：一是内容与技术结合，延伸图书表现力。2016

年，单向街书店利用AR技术推出了一款2017年实

体日历，通过与手机应用搭配，可为使用者朗读名家

的诗句。二是体验与技术结合，增加与读者互动。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在广州打造的首家新华“四阅”书

店里，小朋友可以看书、玩VR游戏等。

此外，大数据的应用为营销增添助力。同时，依

靠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先进技

术，通过互动可以拉近与客户的距离，也就是提升

“参与感”。如临沂书城在2017年世界阅读日当天，

举办“3000个AR实景红包之书城探宝”活动，读者

只需要打开支付宝使用AR实景红包就可以抢红包，

吸引了不少读者参与。

4.体验营销

在经济演进的过程中消费形态的改变，已从

过去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转变至“体

验式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新的营销方式，体验

式营销已经逐步渗透到销售市场的任一角落。

体验营销是指企业通过采用让目标顾客观摩、

聆听、尝试、试用等方式，使其亲身体验企业提供的

产品或服务，让顾客实际感知产品或服务的品质或

性能，从而促使顾客认知、喜好并购买的一种营销

方式。

随着图书品种的日益增多，出版社不断思考如

何保证出版社的精品图书与品牌内涵能更准确地传

递给读者，以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以及能够更加迅

速地掌握读者反映和市场走向。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 2011 年在京投资开业的青少年主题书店

“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正是出版社对此的拓

展尝试，该体验中心一改传统书店的模式，以阅读

体验为营销主题，将“文化教育、体验阅读、活动交

流、影视传媒、互动娱乐”等功能与卖场经营进行

有机结合。

2012年11月30日，深圳书城“温馨阅读夜”正式

启动。“温馨阅读夜”是深圳读书月组委会策划的全民

都能参与体验的创新之举，活动由深圳书城中心城承

办。活动创意借鉴法国通宵文化艺术活动“巴黎不眠

夜”的经验，将深圳中心书城首次变成“狂欢”的载

体。据统计，2012年12月1日零时至8时中心书城客

流量达33018人次，销售逾百万元。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书城、书店完成了重装之

旅，书城经营者在引进多元商品分散经营风险时，

开始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书城需要与读者形成更深

的感情联结。“独一无二的体验感”是实体书店与网

络书店竞争时，网络书店无法比拟更无法超越的特

性之一。实体书店纷纷将这一特性放大，努力营造

书店在视、听、看、参与感方面的特色和氛围，刺激

消费者的感官。

2015年，全国各地书店，如铁岭缘园书店、凤凰苏

州书城、深圳书城中心城等各地区、各类型的书店分

别举办了创意集市、夜宿书城奇妙夜、“把书店带回

家”、“温馨阅读夜”等极具创意和参与感的体验式活

动。从效果上来看，书店体验式的营销活动确实为书

店带来了人气、留住了客户，有些书店甚至通过活动

吸引并培养了一部分忠实读者。

让读者亲身参与“经营”。不论是图书管理员，还

是书店活动志愿者，在2017年书店营销的活动中，更

多的是看到读者参与的身影，书店不再以“主人”姿态

自居，而是让读者真正参与到活动中来。“小小图书管

理员”是多家书店在2017年的主题活动，特别是在假

期尤为火爆，让参与活动的孩子既能进一步感受书店

的氛围，又能培养责任心等多方面能力。例如西南书

城举办的“小小职业体验师”项目、京广·尚悦举办的

暑期实践营活动。

走向付费体验。夜宿，对于2017书店的营销活动

来说，是一个热词，也是一个受到大家普遍关注的现

象级活动。2017年暑期，凤凰苏州书城、内蒙古新华

书店、宁波新华书店都不约而同地举办了夜宿书店活

动。这样的活动并不再像过去那样沿用免费的模式，

而是慢慢走向了付费模式。如宁波新华书店的“夜宿

书房奇妙夜”活动费用为150元/人，福建新华发行集

团鳌峰坊书城“与书共眠奇妙夜”活动费用则为 298

元/组。

#签名售书# 1992年全国第5届书市在成

都举办，著名作家韩素音等人亲临现场为自

己的作品签名售书，让人趋之若鹜。

#文稿拍卖# 1993 年，中国首次优秀文稿

竞价活动在深圳开槌。

#卖场打折促销# 1994年，上海市新华书

店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珍本中国古

典小说十大名著》有奖销售活动。

#策划编辑与文字编辑的脱离# 1992年

末、1993年初，上海率先出现了策划编辑的

身影，随后各家出版单位或机构纷纷效仿。

#作家巡回签售#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策

划多城市的巡回签售多起来，国内比较早在

全国巡回签售的作家是余秋雨等人。

#一次签售万余册# 2007 年 3 月，在北京

中关村图书大厦，于丹携《于丹〈庄子〉心

得》，约10小时签售15060册。

#书店讲座# 1994年11月23日，广州购书

中心开业，将举办讲座营销作为了店面营销

的重点方式之一。

#书店成立策划部# 1995年7月11日，随着

北方图书城的开业，国内书店首个图书营销

专职策划部也诞生了。

#一本书做电视广告# 1998年12月8日，

《学习的革命》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前

播出了一则15秒的广告。

#借势电视品牌栏目# 1998年1月13日，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介绍浙江教育出版

社《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畅销的情况。

#书店在电视上做广告# 1995年9月，北

京市民在每晚的黄金时间段看到了北京崇

文区新华书店所属花市书店的电视广告。

#讲座进校园#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出现针对学校举办的讲座、签售、送书上门

等校园互动活动。

#中小学教材教师培训全面铺开# 人民教

育出版社在人教版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培训

和售后服务工作中，专门成立了培训办公室。

#营销向新媒体延伸# 手机普及之后，手

机报WAP站等新媒体开设读书频道。出版

商紧随趋势，将营销延伸到手机媒体。

#书店、出版社建网站# 1997年4月，杭州

市新华书店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网上书店。

#社办直营店# 1996年开业的北京三联韬

奋图书中心，将出版社直营店的品质提升到

了一个新高度。

#院校代表的发展# 21世纪初，中国的高

校出版社逐渐建立了院校代表团队来开展

教材营销的工作。

#书店信息员# 早在1989年，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就聘请县市新华书店营业员、业务员

做信息员。

#大客户经销商会成为订货会重头戏#
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举办大客户经销商会成

为各社的重中之重，是出版社营销重头戏。

#会员制及会刊# 1995年，在22个国家和地

区拥有3200万会员的贝塔斯曼集团进入中国。

#异业整合# 书业在异业合作的过程中，各

业态将自身最为优势的资源贡献出来，与其

他相关业态的资源共享，取长补短。

#图书漂流# 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将3

本畅销书“放书漂流”，这个活动可能是中国

畅销书漂流的发轫之举。

#演讲、培训营销的魅力# 2000年4月，《富

爸爸穷爸爸》以演讲方式在全国组织了多场

培训会，反响空前。

#外国作者来华亲自营销# 2005年9月，

长江文艺出版社邀请韩国《火鸟》作者崔仁

浩在北京开展了6天的中韩文化交流活动。

#编辑站柜台# 2004年12月，安徽科技出

版社开展“编辑走进书店”活动。

#“哈利·波特”营销狂欢# 从2000年出版

前3部到2008年的8年间，“哈利·波特”销售

额超过3亿元，这还不包括“哈7”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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