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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书业的发展可以

划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1978年~2000

年前后；第 2 阶段：2000 年前后到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第 3 个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至今。

为什么这样划分？1977 年我国图书发行

网点仅有 98402 个，平均每万人有 1 个发行网

点，这也是人民群众反映购书难的原因之一。

1980 年原国家出版局的文件指出：“根据当前

情况，国家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投资新建很多书

店门市部”，“为此，建议在全国城乡有计划有

步骤地发展一些不同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和个

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这是解决

目前新华书店网点不足和发行力量不足的一

项重要措施。”从此，非公资本可以从事出版物

零售业务。

到了 1999 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前夕，原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出版物市场管理

暂行规定》，允许集体所有制企业从事图书批

发业务。2003年7月，为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承诺，原新闻出版总署取消了从事出版物

总发行的资本限制，意味着非公资本，包括外

资，既可以从事出版物的零售又可以从事出

版物批发业务，图书发行领域实现了对内对

外全面开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

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

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

改制经营。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

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

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优化文化资

源配置。”据此，2015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民

营企业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联合出版有

限公司合作联合成立了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人民出版社与民营企业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成立了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开创了非公资本进

入出版环节的新模式。与图书出版不同，非公资本进入数

字出版、网络出版领域的数量更多，影响也更大，在2004年

原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首批 50 家互联网出版单位中，网

易、新浪、搜狐 3 大门户网站名列其中，目前中国影响最大

的数字出版企业都是非国有的。

那么这 3 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民营书业的发展呈现出

了哪些特点？

第一发展阶段其实主要是发行网点的建设。在这个阶

段，民营发行网点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图书发行，包括

农村发行网点也得到了快速地扩展。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民

营书业以图书零售为主。

第二发展阶段，民营书业从图书零售与图书批发并重

到开始介入出版。这一阶段，民营书业的业态更加丰富了，

大型发行企业、网络书店、连锁书店开始出现。同时，一些

民营文化公司也在开始向出版领域的延伸，例如很多民营

书业企业开始做选题策划，各种民营数字出版企业纷纷建

立。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书业企业类型更加多样，企业规模

快速壮大，民营书业进入快速成长期。

第三发展阶段，国家放开了互联网出版和对外出版，

试点制版分离等，为民营资本进入出版环节提供了政策

依据。民营书业的产业链长了，民营书业国际化步伐加

快了。一些民营文化企业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及非洲等，建立全资公司或合资公司，出版发行中国主题

图书，取得不俗的成果，如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

司在美国成立全资子公司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北京求是

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英国成立新经典出版公司，北京

的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

埃出版社等。

中国民营书业40年发展巨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书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从最初的不合法、不规范身份逐渐走向公开、公正，成为独具活力与创新力的“新兴生产力”。

经过40年栉风沐雨、优胜劣汰，民营书业已经成为中国图书出版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回望、梳理、纪念改革开放40年民营书业亦是对历史的回

应。本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破题中国民营书业40年发展变化及未来趋势。

■受访人：魏玉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采访人：蔡 蕾（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在书报刊的印刷、发行环节，民营企业的数

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远远超过国有企业。截止

到2017年12月，全国出版印刷发行业共有14.1万

家企业法人单位，其中国有全资企业 1.5 万家，占

企业法人单位数量的 10.3%，民营企业 11.9 万家，

占 84.4%，外商投资企业 2239 家，占 1.6%，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269家，占0.2%，混合投资企业520家，

占0.4%。在书报刊的出版环节，以国有企业为主，

在书报刊的印刷、发行环节，民营企业的数量、营

业收入、利润总远远超过国有企业。

在印刷复制领域中，国有全资企业营业收入

占行业营业收入的 3.9%，民营企业占 89.4%；国有

全资企业资产总额占行业资产总额的 3.8%，民营

企业占 89.4%；国有全资企业利润总额占行业利

润总额的 2.7%，民营企业占 90.5%；国有全资企业

纳税总额占行业纳税总额的 2.8%，民营企业占

90.4%。

在出版物发行企业中，国有全资企业营业收

入占行业营业收入的27.8%，民营企业占68.8%；国

有全资企业资产总额占行业资产总额的29.6%，民

营企业占67.3%；国有全资企业利润总额占行业利

润总额的28.5%，民营企业占68.6%；国有全资企业

纳税总额占行业纳税总额的 16.1%，民营企业占

78.5%。

从发行网点来看，2017 年，全国出版物发行

网点 162811 家，其中，国有新华书店 9633 家、出

版社自办发行网点 437 家，其他批发网点 8969

家，民营图书发行网点 103190 家，另外还有 4 万

家邮政网点。除去邮政的报刊发行网点，民营图

书发行网点占图书发行网点的比例近90%。

此外，民营文化公司的畅销书生产能力也不

可小觑，过去有人说畅销书大概有一半以上来自

于民营企业，虽然我们没有严格的统计数据来支

撑，但民营企业在内容创新方面，毋庸置疑作了大

量的贡献。所以，民营书业是文化传播与创新的

重要部分或者重要力量。

在科技创新方面，无论是数字出版或者其他

与出版业相关的科技创新，比如说很多出版单位

的一些编辑软件、财务软件、发行软件等，基本上

是以民营企业创造的软件为主；在数字内容生

产、加工、传播等方面，民营书业企业的作用也是

巨大的，现在规模最大的数字出版技术企业、数

字内容加工企业、电子书阅读平台、网络文学创

作平台等，基本都是民营公司在做。所以，如果

没有民营企业的创新，数字出版或媒体融合就难

以迅速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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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书业在中国出版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专题特稿

致敬民营书业40年 P6

中国的民营出版，主要包括3个方面，出

版物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物的印刷复制，

出版物的分销。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民营资本渐次进入了印刷、发行、编

辑等环节，但出版环节依然没有民营企业。 民营书业是出版领域创业就业的主体、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生产者、传播者。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

讲话表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

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图书出版

发行领域，这一特征也同样适用。

精彩导读

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书业企业各具优势、各

有长处，其相互合作大于相互竞争，在合作发展，

在竞争中发展。40年来，虽然民营书业经过大浪

淘沙，一些企业由于多种原因中途掉队，一些企业

初衷不改、长期坚守，也有一些企业抓住机遇，越

做越好，越做越大，如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

司、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等。总体而言，民

营书业的发展是主旋律，是主流，取得的成就是令

人瞩目的。

民营书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首先是得益于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得益于国家对民营企业不断加

大支持这个大政策，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

群众对出版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科技的快

速发展等。

同时民营企业能够快速发展，也与其自身的体

制机制分不开。

民营企业的机制比较灵活。包括用人机制、分

配机制、管理机制、决策机制等都很灵活。比如决

策机制灵活，决策的链条或者决策的环节比较短，

市场反应能力非常快，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

比如分配机制，民营企业可以给员工很高的工资，

而国有企业由于种种限制，员工薪酬受到限制，民

营企业甚至可以给骨干配股，国有出版单位则很

难。因此，一些数字出版公司、新媒体公司就陆陆

续续“挖”走了很多国有出版单位的骨干。从管理

层面来讲，大多数民营企业可以完全按照市场的需

求，确定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重点，使企业能

够非常快速地跟着市场走。

民营书企的管理者与所有者合一。民营公

司创办之初，创业者就是资本的所有者，也是公

司的管理者，企业的成败关系身家性命，因此有

更强的发展动力，并为企业制定长期的目标，更

专注地将目标实现。这种模式对于小企业和企

业的初期发展非常有效。当然随着企业规模扩

大，这种模式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因为管理小

公司和管理大型企业集团不同。企业发展到一

定程度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管理

架构。

民营书业发展的空间更广阔。我国经济还

在持续较快地稳中向好，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家

对教育文化的投入在快速增长，群众对文化的需

求比以往更加强烈，国际市场对中国出版产品的

需求越来越多，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会快于

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民营书业作为中国

出版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地位、作用是不可替

代的，并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

深入，其地位、作用会更加重要，未来民营书业的

发展前景更好。

民营书业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从改革开

放40年来民营书业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民营资

本参与出版业的政策在一步步向前发展，民营资

本参与出版产业的领域逐渐拓展，参与的环节不

断增加，民营资本在出版领域所占比例在增长。

未来民营资本参与出版的通道会进一步拓宽和

多元，有关出版业的优惠政策也会逐步惠及民营

出版，民营出版的法律环境更加稳定、公平。

国有与民营书业之间进一步融合。随着国

有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出版单位也

面临着产权多元化、股权多元化的改革，在改革

过程中，一是民营出版机构与国有出版单位之

间有可能实现资本层面的合作，同时，国有出版

单位也可能收购、控股、参股民营出版机构；二

是民营出版机构与国有出版单位机构选题合

作、项目合作的范围更加广泛，民营出版机构或

加盟国有出版单位，成为其组成部分，或为国有

出版单位提供选题策划、市场开拓服务；三是国

有出版单位与民营出版机构之间在数字出版领

域的合作更加紧密，国有出版单位的内容优势

与民营机构的技术优势结合，共同助推数字出

版产业发展。

民营书业高质量发展是必由之路。未来中

国出版业的总体趋势是在集团化、专业化、国际

化、数字化的基础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民营书

业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一部分也不能例外。高质

量发展要求民营书业加快产品结构、产业结构

调整，从规模扩张发展转向质量提升发展。无

论是从事传统出版物生产、发行的企业，还是从

事数字出版、新媒体传播的企业，都要转变发展

的观念，创新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

展实践。

民营书业发展继续向好
进入新时代的民营书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新问题，但

是总体而言、长期而言，民营书业的发展趋势继续向好，前景更加光明。

中国民营书业40年发展优势
40年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互促共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共同发展。出版产业也是如此。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

魏玉山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全国政

协委员，入选中宣部“四个

一批”人才和中组部“万人

计划”。从事新闻出版研究

30余年。重点研究方向包

括出版政策、出版理论、出

版史、全民阅读等。

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P8/江西金太
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P9/北京曲一线图书策划有限
公司P10/武汉天成贵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P11/京
版北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P12/河北一路领先
图书贸易有限公司P13/武汉市新新图书有限公司
P14/四川华夏万卷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P15/北
京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P16/北京磨铁图书
有限公司P17/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P18/禹田文
化传媒P19/龙源数字传媒集团P20/华版（北京）文
化有限公司P21/北京科文恒信书业文化有限公司
P22/武汉新天地人图书有限公司P22/北京创恒达
商业展示设备有限公司P23/重庆润知远洋文化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P24

民营书业是个统称，它主要由民营图书出版

策划业和民营图书发行业两大板块组成。1978

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

策，民营经济重新获得发展，民营书业也获得日

益开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品牌榜单

40年民营书业“品牌榜”暨“品牌40强榜中

榜”推展 P7

重磅品牌推介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民营书业品牌特刊民营书业品牌特刊4040年年

关键词 3大发展阶段 地位与优势 未来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