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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内容驱动营销，应对零和竞争

北京开卷数据显示，华东六少的少儿

市场占有率达10.51%，在少儿绘本、少儿

文学等板块优势明显。少儿出版市场波

诡云谲，“华东六少”也在不断破题。福建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陈远在介绍此次营

销峰会时，用了三个关键词：重启、引领、

超越。他表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华东

六少如何坚持内容价值追求，如何充分

发挥在童书市场的内容资源优势，如何

发挥华东六少在业内的品牌价值，如何

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领童书市场

变革，这些都是本次营销峰会要共同讨

论的话题。

开幕式上，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

书林通过视频致辞。中国出版协会副理

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福

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

版权局）局长、一级巡视员肖贵新；海峡

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

事长兼总编辑林彬，以及来自全国书业

各渠道重点经销商及华东少儿出版联合

体成员单位近500人参会。

“我们的少儿出版、我们中国出版业，

在过去3年实际上是在逆境中奋进、在竞

争中发展。”郭义强指出，当下的少儿出版

依然存在创新不够、内容生硬等一系列问

题，要围绕“更洁净、更有益、更有趣”进一

步提升少儿出版质量。他还对少儿出版

队伍培养的切入角度给出建议：坚定的出

版情怀、忠诚于少儿出版事业、坚持守正

创新、提升能力水平、树立良好作风。

2022 年，少儿类图书零售市场呈现负

增长，同比下降10.41%，下降幅度小于整

体市场水平。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裁杨雷在题为“少儿图书零售

市场回顾与展望”的分享中提到，从渠道

上看，2022年少儿图书在短视频电商的实

洋比重为45.61%，几乎占到短视频电商渠

道的一半。少儿市场的零和竞争加剧，但

华东六少总体表现强劲。杨雷表示，图书

零售市场的渠道驱动力不断变化，经历了

从 2001 年及以前的品种驱动、到 2002~

2009年的畅销书驱动，再到2010年~2021

年的价格驱动，以及2022年及以后的内容

驱动的过程。在当下及未来所处的内容

驱动阶段，图书营销的核心在于阅读价值

推荐。

阅读价值推荐，也是众多抖音平台的

图书达人能够吸引读者“买单”的原因。

2022 年，抖音平台的图书销售订单量达

2.5亿。抖音电商图书运营经理周泽禹也

在分享中强调了抢占优质内容的重要性。

“二八定律”变为“一九定律”？
好书要与众不同

此次营销峰会上，六家出版社共携

逾千种重点图书、精品项目亮相看样订

货现场。北京开卷数据显示，2022 年最

大的三个细分板块分别是少儿科普、少

儿绘本和少儿文学。而在少儿出版各销

售渠道，细分板块占比差异较大。例如，

在实体渠道、平台电商、垂直及其他电

商，少儿文学依然占据最大的比例，但是

在短视频电商，少儿科普百科占据最大

比例。此外，少儿绘本在垂直及其他电

商占据份额较大。这种渠道差异化，不

仅倒逼出版机构进一步加强精准营销，

也会直接推动产品端布局的调整。从我

们此前对华东六少社长总编进行的采

访，可以明显看出，紧跟渠道和市场变

化，华东六少的“新型阅读产品构建”也

在不断根据需求调整。

“现在出版业已经不是‘二八定律’

了，可能是‘一九定律’。”新华文轩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强在华东少儿

出版联合体高峰论坛上，分享了自己对当

下畅销书打造的观点。我们此前的采访

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华东六少营销相关

负责人纷纷强调当下打造头部爆款产品

的作用。这使得头部效应更为凸显，同

时也印证了市场愈加细分的趋势，培育

头部产品的同时要根据腰部产品分散的

特点做好精准营销，发挥聚合力。杨雷

也提到，少儿图书腰部产品的竞争激烈，

少儿市场的零和在加强。市场的分散竞

争状态不断加剧，这意味着对头部、中部

和后部的出版单位，都会面临很大挑战和

不确定性。

根据开卷数据显示，2023年1~2月少

儿畅销图书TOP10中，折扣在6.0折以下

的产品占大多数。对此，李强谈道：“这里

面有我们需要思考的怎样去驾驭新渠道

的问题，但更多需要考虑的是，如果没有

优质内容支撑，这样卷下去”，出版行业将

很难有出路。因此，运用新媒体的同时，

也要保持基本的市场合理性。

近年来，华东六少在文轩的销售码洋

快速增长，年均销售码洋增长超过20%。

李强表示，少儿出版堪称当今出版业竞争

最激烈，也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粗制滥

造、侵权盗版、行业内卷不容忽视。

“我们要努力做好书，而不是做便

宜的书。”主持人、教育人、畅销书作者

王芳直播 3 年来销售童书 2 亿册，在她

看来，真正的好书一定是“与众不同”的

书。王芳从什么样的图书适合直播间、

什么样的主播走得更长远以及品牌打

造三个维度分享了图书带货相关的内

容。她举例提到自己选书过程中遇到

的同质化问题，并提醒童书编辑要“市

场 上 什 么 样 的 书 少 ，来 做 什 么 样 的

书”。当天的王芳&华东六少专场直播

总 GMV 超 545 万。据悉，营销峰会当

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大中华寻

宝记”系列在王芳直播间销售额达 214

万元。直播当天凌晨，王芳团队与出版

社还在就该套书的合作进行洽谈。而此

前，王芳直播间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

版总社合作推出定制版《猫武士》，该套

书迄今在直播间销售额达5000万元。为

更多维度地推介好书，王芳团队此前推

出了“王芳年度好书榜”，打造“王芳好书

榜”品牌，并在每个月 23 日举办月度新

书发布会，通过新书第一天好价的形式，

让更多好书触达读者。

此外，据了解，连续2天的周洲&华东

六少图书专场，总GMV超850万。二十一

世纪社电商团队自播16小时，实现销售超

40万码洋。该社抖音小店营销峰会期间

成交160万码洋。

此次营销峰会，安少社的“我家有个

动物园”（套装30册）、“国际少年生存小说

典藏”（5 册）“语文试卷里的名家美文（6

册）”，二十一世纪社“骁骁战马”“特种兵

学校”，明天社的凯斯特纳作品、特拉芙斯

作品、魔法夜光书，闽少社的“少年侦探

团”系列和《林良爷爷的30封信》等或在直

播间取得较好销售成绩，或受到经销商较

多关注。

苏少社相关负责人透露，该社的“写

给孩子的名人传”（套装16册）在此次峰会

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出版社希望能通过

达人带货，让读者切实感受到这套书与传

统名人传的不同之处，感受其趣味性、知

识性。浙少社相关负责人也提到，达人的

需求不一。在王芳直播间，该社的产品以

沈石溪的“十大经典必读”、梁晓声的新书

等为主。针对其他达人，团队会根据各自

需求递品。

论坛现场，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旭辉推介了南国书

香节。华东少儿出版联合体与抖音电商

图书正版保护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举

办。据悉，华东少儿出版联合体将携抖

音电商手，在全国首家“电商场景全覆盖

的一站式投诉平台”的技术支持下，进一

步加强沟通和配合，共同探索和实践数

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图书版权保护的有效

路径。

欢迎仪式
作家们领取入会纪念牌

3 月 21 日，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

周”第1期欢迎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在

欢迎仪式上致辞。活动由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主持。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施战军，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出席欢

迎仪式。

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向来自全国各

地的作家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

“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今年推出的重

点文学活动。这是中国作协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群团工作重要

论述的实际行动，是密切联系服务广大作

家和基层文学组织的具体举措，是中国作

协转作风、树形象的真诚态度。活动的主

旨和出发点，是要发挥中国作协作为人民

团体的组织优势，以“作家”为中心，以“回

家”为理念，以“活动”为载体，把文学界的

朋友们请进来，认一认作协的门，见一见

作协的人，聊一聊作协的事，共同建设好

文学的家园。

张宏森表示，中国作协是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潜心创作、成长成才的坚强后

盾，中国作协的大门永远向广大会员朋

友、向文学界的朋友敞开。希望通过“作

家活动周”全力培育中国文学新力量，建

设规模宏大的文学人才队伍，为各级作协

开展工作探索新路作出示范，带动作协组

织更好地面向作家、面向基层、面向社会。

张宏森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作协的

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作家朋

友的热情支持。举办这次活动，就是希望

能创造机会让作家朋友们进行丰富而有

意义的文学之旅，留下短暂而难忘的文学

记忆，激发强劲的文学动力，潜心创作、立

志成才，创作出更多无愧人民、无愧时代

的优秀作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

加充沛的精神力量。

张宏森强调，中国作协高度重视“作

家活动周”的组织筹备，立足于作家视角、

文学立场和创作需求，充分结合参加这期

活动的作家朋友的特点，精心筹划，出实

招、求实效，使作家朋友们通过参加活动，

拥有真收获、留下真感情。希望通过“作

家活动周”，切实凝聚起“文学一家人”的

情感力量，建设温馨和谐的作家之家，营

造团结奋进的文学氛围，增强文学发展的

生机活力，让更多怀抱文学梦想的写作者

成长成才。

作家代表索南才让在欢迎仪式上发

言。他谈到，在创作的道路上，很多作家

都得到了中国作协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

持，他也是在中国作协的关心和爱护下

不断成长、不断提高的。希望中国作协

团结作家朋友的优良传统能一直延续下

去，让更多成长中的作家得到庇护与帮

助，让大家在最艰难、最需要的时候，因

为有中国作协而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走

得更高更远。

“有请范雨素，今天是你成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的第 218 天……”当天仪式

上，每位作家都领取了一份具有特殊意义

的礼物——镌刻着自己入会日期的纪念

牌。作家们也纷纷拍照留下了难忘一刻。

欢迎仪式结束后举行了“致敬大师”

活动。作家们集体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

庭院，按顺序参观了文学大师雕塑，并分

别献花表达敬意。

走进文学史
还原当年书房景象

3 月 21 日下午，在“走进文学史”现

场，邱华栋、邓凯和36位作家分为2组，先

后参观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展、现代作家书

房展等中国现代文学馆常设展览，欣赏了

作家画廊和馆藏珍品。

中国现当代文学展以时间为线索，展

示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

脉络和重要文学事件，梳理了重要作家的

文学创作成就与文化活动实践。

现代作家书房展通过还原作家书房

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复刻了作家写作的时

空场域，展示了作家捐赠的藏书和文物。

张志民用女儿的花裙子缝制的台灯灯罩、

臧克家的雕刻着云龙五现花纹的花梨木

写字台、萧军的“蜗蜗居”、冰心的“玫瑰花

房”、丁玲的简易衣橱……参观展览的作

家们走过一位位现代作家的书房，从丰富

的器物中，想象和探寻着前辈作家的创作

日常和生活细节。

文学馆畅谈
更全面认识中国作家协会

3月21日下午，参与活动的36名基层

作家相聚中国现代文学馆，畅谈文学的光

荣与梦想。张宏森、李敬泽、邱华栋、邓凯

参加活动，并与作家朋友进行交流。

张宏森首先向作家们介绍了中国作

协的内设机构、历史沿革以及发展脉络，

同时表达了对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的美

好愿景。他用简洁明了的话语，介绍了

“中国作协是什么”“中国作协从哪里来”

“中国作协要做什么”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李敬泽回忆起自己在作协近40年的

工作经历，感慨万千。为作家服务是光荣

的事业，看着一个个文学朋友的成长之

路，他感到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

与会的36位作家轮流介绍了自己的

成长和创作经历。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

的曾经务农多年，有的曾经就职高级管理

岗位，生活背景虽然不同，但对文学的热

爱是共同的。

名编面对面
编辑和作者永远都是一家人

3 月 22 日，中国作协“名编面对面”

活动在北京举行。14 位在京名刊名社

名编与 36 位基层作家相聚在中国现代

文学馆，共话有关文学创作、编辑与出

版的经验和体会。邱华栋出席，活动由

邓凯主持。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中国

青年出版总社总经理李师东、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当代》主编徐晨

亮、《十月》主编陈东捷、《青年文学》主编

张菁、《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诗

刊》主编李少君、《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

《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小说选刊》主编

徐坤、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文艺

报》副总编辑胡军、《人民文学》副主编徐

则臣，先后向作家们介绍了各自刊社的历

史沿革、重点栏目、稿件需求、出版计划等

情况，并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希望各

位作家能够将优秀的创作成果交付到自

己手中。与会作家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创

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参会名编们给

出了相应回答。

“零距离”聆听王蒙、莫言、
刘震云、梁晓声等文学大家讲课

盛大的文学活动，自然少不了文学名

家的身影。在“春天一堂课”和“名家零距

离”活动上，王蒙、莫言、刘震云、梁晓声等

文学大家的出现，引发了众多关注。

3 月 21 日，作为共和国文学的同龄

人，“人民艺术家”王蒙当天上午走进鲁迅

文学院，开讲“春天第一课”，分享文学与

生活的经验。这不仅是“作家活动周”第

一讲，也是鲁迅文学院开设的“鲁院大讲

堂”第一讲。张宏森以及吴义勤、邱华栋、

邓凯等书记处同志来到现场，与作家们共

同聆听。

在现场，36 位基层作家以及 50 位鲁

迅文学院第43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

员们早早等候，翘首以盼。网络平台上，

还有数量巨大的观众群体，通过线上直播

的形式，近距离听讲。为做好此次活动周

传播，中国作协在重点合作平台抖音创建

的话题活动“作家活动周”同步上线，期待

作家朋友以及广大读者用户踊跃参与短

视频投稿，共同记录作家活动周值得收藏

与分享的闪亮瞬间，分享与名家名作的故

事，引发众多网友参与。

当天讲座中，精神矍铄的王蒙先生，

首先谈及“怎样的作品才能经受住生活的

考验”，由此进入第一个部分“文学与时

间”。从事写作已 70 年的王蒙，以《青春

万岁》和《这边风景》为例，谈到生活对创

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写作者，保持

对生活的浓厚兴趣与审美力是十分重要

的。“我爱生活胜过了爱我自己。”

王蒙还谈到了“文学与想象力”的话

题。他提到，自己最近看了《三体》和《流

浪地球》，得到的启发就是要敢于想象、能

够想象。

3月22日下午，“作家活动周·名家零

距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莫言、梁晓

声、刘震云 3 位大家同台分享写作经验，

与 36 位基层作家面对面交流，讲述创作

经验、分享创作感悟。张宏森、邱华栋、邓

凯来到现场。活动由施战军主持。

莫言回忆起自己创作之初、处女作发

表的经历。那时他把写好的作品寄出后，

天天盼着送报纸的摩托车到来的声音。

最终等到了保定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

刊《莲池》回信。这篇写新婚妻子在一个

春雨霏霏的夜晚想念远在海岛驻守的丈

夫的小说，修改后以《春夜雨霏霏》为题发

表在1981年第5期《莲池》杂志上，成为莫

言文学的起点。写作多年之后，莫言发

现，从小生活的村庄才是写作最好的素

材：每个认识的人都栩栩如生，都能写进

小说。

“最初读的文学作品对后来文学理念

的养成，非常重要。”梁晓声的文学记忆与

家庭有关，那是母亲做活计时给孩子们讲

的故事，是哥哥语文课本上闻一多、殷夫

的诗，高尔基的小说……后来，他下乡到

黑龙江兵团，在兵团里有机会经常聆听名

家讲座，获得了更深一层的文学经验。

刘震云表示，好的文学作品都有哲学

性的思考，思想的力量支撑着文学的深

度。“生活停止思考的地方，文学便开始了

它的思考。如果文学的思考和现实的思

考一致，大家就不看文学了”。

随后的互动环节，范雨素等基层作家

也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三位名家一一

解答，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据介绍，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

今年计划按季度举办4期。第1期以“作

家朋友 欢迎回家”为主题，邀请创作活跃

的基层一线会员参加。通过“春天一堂

课”“走进文学史”“文学馆畅谈”“名编面

对面”“名家零距离”“故宫深度行”“文学

一家人”“北京看《日出》”等活动，拉近与

作家们的距离。这些作家代表着我国文

学事业中最基础也最具成长性的文学力

量，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力争让作

家们感受“回家”的温暖，坚定文学的信

心和追求，增强文学创作的动力，推出更

多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作品，推动新时代文学向“高峰”

攀登。

内容驱动营销时代，
少儿出版如何制胜2023及未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

“3、2、1，上链接……”会场一端是订货、直播区屏幕内外切实可感的热闹，另一端是与

会领导嘉宾的干货信息分享，这是3月21日在福建福州举办的2023年华东少儿出版联合

体营销峰会上的场景。此次营销峰会以“踔厉奋发新征程，勇毅前行谱新篇”为主题，由华东

少儿出版联合体主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

“天下童书，半出华东”，作为中国童书市场的持续领跑者，华东少儿出版联合体（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明天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已携手走过37个春秋。营销峰会也从成立之初的单一订

货会，逐渐演变成为集产品展销、产业交流和品牌推广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会

展。此次峰会，首次邀请主持人王芳、主持人周洲、陈果果、磨铁星球、十点读书等诸多抖音

电商图书达人在现场直播，传递峰会盛况。达人、出版社直播间分布在会场内外。据悉，当

天直播总GMV（商品交易总额）过千万。

3月21 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第1期启动。来自全国

各地、各行各业的36位中国作协会员参加本期活动周。3天时间里，作家

们致敬文学大师、与中国作协的领导和多家名刊的名编面对面座谈，走

进文学馆了解文学史，聆听了王蒙、莫言、刘震云、梁晓声等当代著名作

家的分享，真切体验到了“回家”的感觉。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作家活动周”

作家朋友作家朋友，，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现场报道

“名家零距离”活动上作家莫言、梁晓声、刘

震云分享写作经历。 （王纪国 供图）

作家王蒙在“春天一堂课”上。 （王纪国 供图）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第1期启动。 （王纪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