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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技术迭代下的发行巨变
（上接第73版）

实体书店转型升级从大书城开始打造新发行体系

“大中小特”各级书店转型成新型文化空间
创新、突破、转型是各地发行集团“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关键词。2010年前后，随着全国新

华发行集团转企改制的全面完成，在实体书店面临更为艰难的生存现状，销售额下滑的不利

情况下，一场轰轰烈的门店转型升级运动从大书城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全行业。从闭架到开

架，从图书超市模式到阅读文化新空间，从“卖文化”到“经营文化”，这是市场竞争加剧的结

果，随着实体书店转型升级的进程加速，实体书店经营也进入了从追求空间最美，到回归阅读

服务内核的更高发展阶段。

2014年4月23日，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开

业成为北京第一家24小时书店，国务院参事、三

联书店原总经理樊希安代表员工给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写了一封信介绍相关情况。在给三联书

店全体员工胡回信里，李克强希望三联韬奋书店

把 24 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

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自此之

后，24 小时书店、零点书房开始在全国全面推

进。2014年，博库书城文二路店、深圳书城南山

城、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等书店重装开业，广州

购书中心、青岛书城、常武购书中心开启升级改

造，以文化为主题，引入现代商业经营理念，拓展

多元业态，变文化的消费为消费的文化，全面跨

入“大书城3.5代”。2017年7月16日，全球首家

共享书店落户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2018 年年

初，北京发行集团无人售书书店开业；2018年7

月，深圳书城龙岗城被打造成为高端智能书城，

也标志着大书城进入了全新的 5.0 代……在

2017 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主办的“首届门店设

计与绩效管理论坛”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长

伍旭升提出了对转型后的实体书店升级为阅读

新空间的7点新主张：一是阅读空间设计要回归

阅读本体，而不是关注外在空间，追求环境装饰

的高大上。二是阅读空间之美要聚焦与强化书

香魅力，而不是淡化、游离或者背离书籍本身，成

为单纯感官体验与观赏游览的空间。三是阅读

空间布局要重构书与人、书与非书的内在逻辑。

空间区划与动线设计，要为书及相关文化衍生品

的导读、导购、导流服务。四是阅读空间要重建

以书为媒的“互联网+”时代阅读生活方式，关键

是注重书籍内容的植入与内容业态的有机运

营。五是阅读空间营造的应当是读者对文化气

息的体验，即书是用来读的、摸的、看的，是“坐拥

书城”的感觉。六是阅读空间或书城综合文化

体，要有文化的竞争力和文化实业的创造力，空

间设计与空间管理与空间绩效应当“三位一

体”。七是从实体书店转变为智能书店。

这7点是对近10年来，实体书店转型升级的

很好总结。在政策扶持力度加大，技术应用水平

提高，资本运作能力增强，书店转型意识显著提

升等一系列利好促进下，实体书店转型、升级成

效显著，新华系书店形成了“大中小特”门店相结

合、辅之线上平台协同发展的新发行体系；民营

连锁书店扩张提速并造就一大批知名书店品牌，

实体书店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新华系实体书店“大中小特”相结合的发行

体系建立。近年来，传统卖书为主的新华书店已

被“美、实、新”的新型新华书店的所代替，书店的

设计感更强、环境更美、文化氛围更浓厚，图书+

多元的经营业态更丰富，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书

城系统，让书店技术含量更高、应用程度更广，这

些都让新华书店成为这一轮零售业变革、改革的

先锋。新华书店已打造完成了集大书城、中心门

店、专业书店、特色书店、小微书店和24小时书

店有序分布的、“大中小特”相结合的发行体系。

其中，新华系大书城正由单纯的图书卖场转

型为综合性文化新平台、新空间，以书为媒成为

城市书房、读者家园和文化圣地，定位已从卖书向

卖服务、卖文化转变，成为集多种文化体验、休闲、经

营的城市文化综合体转型，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重

要力量。广州购书中心、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浙

江柯桥中心店、北京图书大厦、南昌红谷滩文化广

场、上海书城福州路店、重庆书城、山东书城、青岛书

城、文轩BOOKS九方店等一批大书城的转型升级或

新店开业，无一例外都将发展方向定位为新型城市文

化空间，有别于传统的新华书店，更与时俱进，更有吸

引力，更能满足读者需求，更能实现双效统一。

一大批中小门店、个性书店、特色书店、智能

书店走出城市，向乡镇下移，向社区、校园、商圈、

军营等区域拓展，成为新华系除大书城、中心店

外，在终端服务网点建设上的又一套新体系，通

过产品结构、服务功能、营销策略等方面的优化

提升，成为新华系实体网络布局的“第三极”，也

是新华系推进全面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创新之

举。这些新开业的中小门店，以优美的环境、全

新的经营理念和线上线下结合的运营模式，正实

现着新华书店网点布局的点面结合。新华文轩、

江苏新华、湖北新华、浙江新华、安徽新华、河北

新华等发行集团，正进一步打造出符合读者消费

体验需求的新空间，探索“文化+商业”经营模式。

民营书店连锁品牌借势扩张注入发展新活

力。2015年前后，借政府扶持、政策推动等一系

列因素的影响，民营书店加大了门店拓展与转型

升级的步伐，以言几又、西西弗、方所、钟书阁为

代表的全国知名民营连锁书店，通过资源整合、

资本运作、联合运营等举措，快速扩张，短期内将

门店开到了全国各地。这些具有鲜明

设计特色、业态组合、经营理念、

图书选品的新型民营连锁

书店的落地，短期内便

引起了各地读者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我

国台湾诚品书店

入驻苏州，也成为

2016 年业界的热

门事件与话题，

吸引了众多业内

外人士参观、学

习。这些有实力

的民营连锁书店为

实体书店的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城市第三空

间打造、文化中心延展、以

新理念打造概念书店、升级

企业管理模式等也为各地区增添

了新的文化氛围，书店整体经营正在被

重新塑造，行业也正在被从业者重新定义。

书店近年来的转型升级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读者大量回流，书店效益大幅提升。但转型升级

带来的书店空间环境的同质化，随着新鲜感消失，

这些门店能否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多元

化需求，能否带来经营的持续增长，仍需时间检

验和实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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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华书店的多元化经营由来以久。20世纪80年

代，不少新华书店就开始推行多元化战略，由单一的出

版物经营逐渐扩大到文化用品经营和酒店旅游业，也

有销售家具、珠宝首饰等业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大

书城模式的推出，也需要出版物之外的其他商品充实

卖场空间，随着连锁经营的实施，多元化经营以发行集

团或省级新华书店牵头，以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为主线，

实现行业拓展或跨行业发展，涉及的多元化范围越来

越广泛。2010年代，随着新一轮转型升级改造潮的实

施，实体书店的配套项目越来越多元，书店经营者在书

与非书经营之间努力寻找经营平衡，打造综合性文化

休闲体验中心。从图书卖场到一站式文化综合体，从

“书店+”向“文化+”“商业+”“+文化”“+商业”转型，多

元化经营范围持续扩大，与图书融合互动日渐深化。

对于多元化，书店经营者的共识是无论如何升

级改造和多业态拓展，图书作为主业的地位不能动

摇；在此前提之下，无论是教育培训、租赁经营、还是

电影院、创意产业等多元业态经营或调整，都是配合

主业经营发展的需要，是促进主业发展的有效之举。

在多元业态的选择上，“图书+”“文化+”概念被很

多实体书店认可，与文化相关、能够契合图书主业，拥有

创意创新、符合商业文化需求的业态是书城拓展、延伸

产业链的首选。以往书城经营中与其他业态简单的结合，核心是依靠

出租物业弥补销售下滑影响的粗放经营模式，已开始向与主业经营相

契合的自有品牌打造与特色经营转化。《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从

2015年开始，连续4年举办“全国书业非书品经营展订研讨

会”，为实体书店的多元经营把脉，引领行业风向。

无论是深圳书城宝安城、山东临沂书城、浙江余

杭文化书城、大众书局、言几又、方所等大书城，以

及新华书店建立的中小特门店，近年来持续扩张

的民营书店，多元化也成为发展的标配。江苏新

华打造 的“凤凰新华阳光采购平台”是江苏新

华互联网+多元模式的重点创新项目，以互联

网思维改造文化用品、数码电教连锁等直销业

务，培养销售团队，探索盈利模式，寻找新的经

济增长点。广州购书中心在重装过程中，将文化

作为主旋律；北京图书大厦开发相关文化产品，

引入品牌文具、创意礼品、咖啡店等业态，与图书经

营相互融合。合肥三孝口共享书店为满足消费者对艺

术文化的追求，在业态组合中打破常规，选择更倾向于具

有文化背景、科技体验、创意生活特质的品牌。

经历了多次转型升级的实体书店，已然成为城市的文化地

标。书香味十足的雅致店堂、人性化的图书陈列与高科技元素的图

书检索系统、多样化的店面业态打造一站式购物体验，咖啡、简餐、亲

子乐园、教育培训机构、数码电子产品等与图书、与学习、与文化相关

的多元业态的引入，吸引了更多读者走进书店，营造全新的阅读氛围。

多元业态的增加与融入，为书店吸引了更多的人流，增加了店

面销售的机会。但在整体经营面积一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减

少了图书主业的品种，对于图书主业经营的品种选择给书城经营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体书店需要选择更多高质量的品种上架，

才能保持以主业的竞争力与持续吸引力。

从智慧书城、O2O到大数据平台、新零售

技术革新给图书发行带来无限可能
无论ERP系统、O2O、智慧书城、无人售书，还是电子商务，抑或高大上的大数据平台、云

平台、新零售，发行集团“互联网+”战略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迭代。科技作

为第一生产力，在近10年间给图书发行业带来的变革远超过改革开放的前30年。科技改变了

传统新华“小米加步枪”的粗放经营模式，使之向技术支撑、文化引领、线下线下结合的精细、高

效运营迈进，实现着“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实体书店通过拥抱互联网、新零售、新科技，探索

“书店+互联网+移动支付+AI创新技术”等全新模式，满足读者多层次、多样化阅读需求。

2012 年，《中国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系列

国家标准（简称“CNONIX标准”）通过审查，进

入应用推广调研阶段。2014 年 11 月 14 日合肥

三孝口新华书店全面升级为“智慧书城”，借助

微信支付，将实体书店和网络支付有机结合，

推出全新经营模式。2017 年“商报·奥示”数据

推出，中金易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18

年 4 月 23 日，天猫无人店技术首次赋能于实体

书店的第一家线下书店——志达书店于上海

开业，该店由天猫与志达书店共同打造，成为国

内首家“新零售+”无人书店。而这种技术进步

推动的赋能实体书店的场景，在未来可能会无处

不在，无论是商场、超市、餐厅、酒店、医院、银行，还

是办公室、连锁便利店、自动售货机等等生产生活

场景，都可以通过技术革新成为书店的进入端口。

科技的飞速进步，互联网+传统书业的运营

模式发生了全新变革，线下的智慧书城项目持续

推进等，以信息技术为平台支撑，集实体店、网

店、微店于一体，O2O闭环互动、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的全链架构模式和营销网络，成为实体书店

升级发展的必然。在实体书店面临巨大挑战、线

上电商平台面临销售增长的瓶颈，线上线下结合

为图书发行带来了新的活力。

以书为媒，实体书店将向复合式文化生活空

间变革，通过拥抱互联网、新零售、新科技，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满足读者多层次、多样化阅读需求。

目前，如浙江新华、新华文轩、北京发行集团、安徽

新华、江苏新华等发行集团，通过技术升级、店面

转型升级、线上线下O2O等一系列举措，在提升店

面颜值的同时，提升店面技术水平和业态综合运

营能力。江苏新华以江苏书展为试点，全力实践

推广O2O模式，这种融合线下扫码和线上移动

支付的新模式，是接下来新华书店打造智慧书城

的重要举措。基于技术升级带来了一系列的智

慧书城的建设与推进，也在改变着书店的运营思

维和经营服务模式。

智慧书城的全面普及，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

书店的有机融合发展，也将会使更多的自助售书

书店、无人售书书店、新零售在实体门店的应用、

扩张成为可能。图书作为一种标准化产品，品种

多、价格低、消费者广泛，具有天然的引流功能，

将成为新零售首当其冲的入口之一。实体书店

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将涌现出一大批特色文化因

子与特色商业因子结合裂变的书店新物种，并通

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

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对线

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

创造书店零售新模式。此外，ERP系统建设也是

近10年来，新华发行集团持续推进的重点。浙江

新华继续强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ERP信息系

统、信息标准化建设和现代化物流建设，同时不

断创新信息技术合作模式，带动了多个省份的业

务和技术全面合作，推动跨区域发展；云南新华

完成了ERP信息系统上线、河北新华的ERP系统

建设完成，各大发行集团对ERP系统的搭建、升

级，持续推进，以适应科技进步与市场发展。

5 守成与开疆辟土同步迈进

发力新业务打造新经济增长点
随着全国新华发行集团转企改制的全面完成，2011年以来，图书行业市场化步伐加速，在市场竞争加剧、图书销售

下滑、利润减少的情况下，为应对电子商务和电子化学习阅读对传统纸质图书产生的巨大冲击，以发行集团为代表的

实体书店在坚持主业教材教辅发行不动摇，扩大店面多元经营的同时，通过尝试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等各种合作

方式，或开展新业务、或投资新方向，不断实现向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其中，发行集团在大物流、大教育、“走出去”等

新领域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同时加大资本运作力度，依托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双轮驱动实现企业的全新发展。

大数据下的现代物流建设持续强化，平台型物流，大

物流生态系统成打造方向。信息化时代带来了大数据，大

数据带来了客流和商流，越来越多发行集团持续发力物流

转型，在传统出版物流发展的基础上，积极转型为服务文

化与民生的平台型物流企业，打造大物流生态系统，建立

数字化平台型物流公司，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社会物流服务

及供应链解决方案。河南新华加快推动第三方物流和整

合运营服务在河南省的全面铺开，强化与佳吉快运、宅急

送等公司展开战略合作。江西新华2007年开始第三方物

流业务，近年来围绕“互联网+物联网”双网融合，探索“物

联网+图书+大数据”的新型智能化出版物流通模式。湖北

新华加快推进了“一中心、四基地”的物流项目建设。新华

文轩、北京发行集团、浙江新华、云南新华等物流建设也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新华书店之外，民营品牌连锁书店盘整

供应链，延展新业态，发力现代大物流的工作也做出了诸

多成绩。西西弗、云南新知集团、言几又集团、陕西嘉汇汉

唐书店、上海钟书等知名连锁书店大力拓展物流业务，民

营品牌连锁书店的物流建设已进入了新时代。

以大教育产业生态为核心，向全方位教育文化服务商

转型。近年来，实体书店也加大了对教育行业的挖掘力

度，已初步形成了教育产业化运营的链条，实现了双效合

一。各大发行集团相继加大了大教育产品开发力度，通过

开展实体办学、发力教材教辅编写、发展装育装备业务等

举措，进行产业融合升级。江苏凤凰传媒将由传统教育出

版商向教育综合运营商转变作为公司的核心战略之一。

江西新华以“互联网+教育”战略模式，搭建“点亮课堂”平

台，发展幼儿及青少年教育培训，开发多样化的信息化产

品和教育装备产品。浙江新华的教育装备业务近年来取

得了飞速发展，其重点关注的智慧教育领域开拓，已成为

业界的龙头之一。安徽新华以打造大教育产业生态为核

心，教育装备、研学旅行、实体办学、教师培训、中小学营养

餐等新兴业务蓬勃发展。湖南新华、河南新华、云南新华、

新华文轩等集团的教育业务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走出去”不断加强，资本运作能力持续提升。新华文

轩、浙江新华、江苏新华、福建新华、云南新华、广东新华、内

蒙古新华等多家新华系实力企业，依托实体书店、电商平台、

教育平台、文化交流等载体，抢抓“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机

遇，加速海外扩张，创新服务贸易业态，打造文化“走出去”新

模式，推动发行集团从传统的文化产品贸易向国际化的文

化服务贸易转型。2015年2月，皖新传媒与中国外文局共同

收购巴黎凤凰书店。浙江新华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支持

下，2017年7月在俄罗斯开设了首家中文书店——尚斯博库

书店，被列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点项目。江苏新华发行集团

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正在进一步加强——跟进东欧“一带一

路”的相关书店建设项目，开拓中国香港及北美地区中文图书

市场。云南出版集团及云南新华在东南亚地区建设了多家

“乡愁书院”，进行文化推广。同时，发行集团正通过整合产

业资源，发挥资本实力，实现实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发

展。一是以资本为抓手，加快从产业经营到生态经营的转

型，加快从传统出版物发行商到大文化运营与服务提供商

的转型，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实现传统业务与新兴业

态的融合发展。二是基于实体书店的投资建设，以境内外

投融资建网点的方式实现，提升国家、企业文化影响力。

三是以直接投融资为主，运用投资布局聚合产业资源，依

托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双轮驱动，实施资本、资产、资源

战略调整，构建更为完整成熟的产业链和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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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实体书店发展进入新阶段

“一超”到多极竞合持续深入

线上超线下线上线下融合加速

实体书店转型升级从大书城开始打造新发行体系

“大中小特”各级书店转型成新型文化空间

从图书卖场到一站式购物中心

“图书+”多元融合互动日渐深化

从智慧书城、O2O到大数据、新零售

技术革新给图书发行带来无限可能

守成与开疆辟土同步迈进

发力新业务打造新经济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