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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省域销售增长 东西各拥百亿巨首
但中央出版社也有其不足，即除了少数面向专业领域的读物外，在渠道资

源上尚显“短板”，不像地方书业那样拥有先天固有的一方市场领地，渠道

下伸能力尚嫌不足。特别是中央出版社产品进入地方市场，多以都市为抓

手的布局，使其更多面临受众阅读方式转变的冲击，其在市场中的拼抢多

甚于地方书业。疫情之下，中央书业发货受限、物流梗阻的受创面大于地

方书业，其能获得销售增长，更多地得益于扩展线上销售，发力直播带货等

新兴营销方式，努力将内容优势、品牌优势发挥至极致，把产品的社会渗透

度延伸至极致。

地方书业销售增长近2成
市场比重扩大，19省域实现两至三位数增长

2021 年，全国地方书业出版物纯销售 1262.56 亿元，同比增长

19.46%，占全国书业的比重为94.56%，较上年扩大0.67个百分点。

地方书业与中央书业一样，从“十三五”开局到“十四五”开局，实现了

6年销售持续递增，“十四五”开局之年的销售额同样系新中国有史以来地

方书业销售之最（见图2）。

图2 2016~2021年地方书业销售及占全国书业比重

地方书业由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的出版集团、发行集

团及集团外出版社组成。虽然基于各省均有一方自己稳固的市场领地，

地方书业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央书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市场优势和渠

道覆盖优势，但由于地方书业的销售中中央书业的产品占了相当比重，

中央书业的内容优势、品牌优势给地方书业的销售以强有力的支撑，成

为地方书业市场占有的重要内核。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地方书业和中央

书业的市场份额，来判定二者在全国书业市场中的权重。双方实际上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央书业借助地方书业的区域市场、渠道下伸，扩

大了自身内容优势的覆盖和品牌优势的拓展；地方书业依托中央书业的

优质内容、驰名品牌，扩大了自身的市场占有。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

中国书业市场。

地方书业销售是全国31个省域书业销售的集成（见附表）。2021年，

全国省域书业中有28个省实现销售同比增长，销售增长的市场覆盖达

90.32%，其中更有19个省实现了两位数乃至三位数增长。如此大面积、

高增幅的销售增长前所未有，特别是在疫情胶着期出现如此态势，实属不

易，其背后蕴含了多少书业人的奋争。

与上年比较，2021年省域书业销售占全国书业销售比重扩大的有浙

江、四川、江苏、安徽、广东、湖北、贵州、内蒙古等8省。

虽然超过9成的省域销售同比增长，但与上年比较有14个省域书业排

行位序不变，排序前移的有江苏、安徽、广东、湖北、贵州、内蒙古等6省，排

序后移的有山东、河南、山西、云南、广西、陕西、福建、上海、新疆、黑龙江、

辽宁等11省。

浙江四川双创百亿销售
第一方阵扩容，市场占比达75%

2021年，全国省域书业销售领衔桂冠，再次由已蝉联4年的浙江摘得，

其不仅斩获“五连冠”，还以132.21亿元的销售额把自己的夺冠纪录一举提

高了24.51%，并使自己占全国书业的比重达近1 成（9.90%），同比扩增了

0.47个百分点。浙江书业素以稳健、务实著称于业界，其书业主体浙江出

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入列全国文化企业30强；2021年连续第6年以

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均超过100亿元，荣获“三百亿”集

团，在当年全国图书出版集团总体经济规模排名中位列第4；其发行主体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年全国发行集团总体经济规模排名中

位列第 6；二者分别比上年位序前移三位和一位。当年浙江出版传媒上

市，进一步增强了浙江书业的实力，它克服疫情影响，再办浙江书展等大型

展销，完善电商连锁运营，有力扩展了书业销售。2021年，浙江书业不但销

售增长，份额扩大，还把自己与省域销售第二位的差距从上年的20亿元，

扩大至近28亿元，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书业“霸主”地位。照此下去，未来

几年，书业销售“龙头”易主应该不会发生。

四川书业继上年上位占得省域书业销售“亚军”后，2021年再接再厉，

不仅保持了排行第2的位置，还以21.51%的两位数高增幅，把销售升阶至

逾百亿元，以104.3亿元的销售，成为史上第二个百亿销售大省，刷新了百

亿大省东部独有的纪录。由此，还把和后位第三名的差距从上年的1亿多

元，扩大至6亿多元，为自己的持续占位打下基础，同时其占全国书业销售

的份额也较上年提升了0.18个百分点，达7.81%。其书业主体四川新华出

版发行集团入选当年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其发行主体四川新华发行集团

当年新晋“三百亿”阵营，成为全国第二家“三百亿”发行集团，且在全国发

行集团总体经济规模排名中位列第2。四川书业当年举办天府书展，开辟

新兴市场，开发增量经营，为疫情期的四川书业开拓市场，效果凸显。“十四

五”开局，四川书业取得销售增长、码洋晋阶、市场价额扩大的“三升”，可谓

实至名归。

江苏、山东销售同入90亿级阶，分列省域书业销售第3、4位，二者位

次系与上年互换。曾为多年全国省域书业销售“龙头”的江苏书业以近3

成（29.69%）的销售同比增长和97.97亿元的销售额，从上年的第4位晋升

为第3位，其7.34%的市场份额，比上年提高了0.63个百分点。山东书业由

于增幅低于江苏书业，从上年第3屈降为第4，销售额为96.89亿元。二省

书业主体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同列

“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三百亿”图书出版集团，在当年图书出版集团总

体经济规模排名中分列第1、6位。二省发行主体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

有限公司和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年全国发行集团总体经济规

模排名中分列第3、5位。当年江苏书业抓住商机，适时举办江苏书展，升

级改造后的凤凰国际书城销售显增，成为拉动书业上扬的重要支撑。山东

书业利用全国书博会在鲁举办的契机，全省广设分会场，各地销售热潮纷

呈。二者年销售差距仅约1亿元，未来伯仲难分；且二者销售均接近百亿，

2022年二者共同晋阶百亿销售，概率极高。

湖南、安徽、河南三省书业分列省域书业销售第5、6、7位。与上年比

较，湖南书业位序不变，安徽书业、河南书业互换位序。湖南书业、安徽书

业分别以12.88%和38.52%的两位数同比增长，晋阶70亿销售档级，前者销

售达76.51亿元，后者销售达74亿元。安徽不仅排名前移1位，市场份额也

较上年扩增0.79个百分点，达5.54%。河南书业由于9.50%销售增幅相对

不高，仍处60亿销售级阶，且排位较上年后移一位，其67.66亿元的销售是

当年唯一的销售60亿级阶省域。三省书业主体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为“三百亿”集团，且同列“全国文

化企业30强”。湖南、中原、安徽三出版集团在图书出版集团总体经济规

模排名中分列第5、7、10位；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和河南、湖南两发行主体河

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在发行集

团总体经济规模排名中分列第1、7、8位。湖南书业高效打造线上平台矩

阵，构建了以阅达为品牌的书城、馆配、教育等全系线上运营平台，以迅增

的线上销售弥补疫情之下实体门店的受创。安徽书业举办“黄山书会”“皖

新读者节”等活动4000余场，有力拉动销售。河南书业面对疫、涝交织，上

下游环节紧密配合打好积极主动仗，实现销售同比增长。

江西、河北、广东、山西四省书业销售同居50亿级阶，分列省域书业销

售第8、9、10、11位。江西书业、河北书业上年销售即在50亿级阶，2021年

虽然销售分别同比增长7.60%、10.30%，但二者57.23亿元和55.28亿元的销

售，仍未晋入新阶，二者的市场排位也和上年相同。历史上曾为全国省域

书业销售“龙头”的广东书业，以37.56%的高增幅，从上年的30亿级阶销

售，跨过40亿级阶，直升50亿级阶，且从上年的排序第12位，直升两位，跻

身前10，其54.39亿元销售的市场份额，也较上年扩大了0.55个百分点，达

4.07%，当年广东书业实现了销售增长、码洋晋阶、份额扩大、排位前移的

“四升”全晋，重展强势风采。山西书业虽然也实现了销售增长、码洋晋阶，

但由于增幅远小于广东书业，市场排位较上年后移一位，市场份额也从上

年的逾4%，缩小至不足4%。省书业主体中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和广东省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同为“三百亿”集团，同入“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且在图

书出版集团总体经济规模排名中分列第2、9位。江西、河北发行主体江西

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在发行集团总体

经济规模排名中，分列第4、9位。江西书业以主题图书发行为抓手，带动

其他各类图书销售增长。河北书业广泛开展卖场文化活动，完善线上服务

平台功能，线上、线下拓销见效。广东书业把南国书香节扩展成为全省书

业大联展，各地市书业销售攀升。山西书业完成主要门店转型升级，发力

馆配市场，成效显现。

湖北、云南、广西三省书业分列省域书业销售第12、13、14位。湖北书

业堪称当年最大赢家，不但从上年的疫情重创下绝地重振，还以49.78亿元

的销售成为40亿销售档级的领衔者，并一举创下了145.58%的当年销售最

高增幅、排序上升7位的当年最大跨度升位、占比加大1.93个百分点的当

年最大份额扩增；同时还从省域书业第二方阵跃升至第一方阵，实现了从

20亿至40亿的销售码洋升阶。湖北书业的不菲业绩，得益于全面拓展店

外市场，走出去拓销，以新媒体运营等专业化服务，拉动门店销售增长，以

华中图书交易会等品牌展会造势扩销。云南书业虽然以45.21亿元的销

售，实现销售增长、码洋升阶，但由于销售增幅相对较低，排位较上年后退

两位，份额也呈缩小。云南书业当年的销售增长与其广泛开展“书香九进”

活动，有效提高广大民众阅读需求不无关系。广西书业与云南书业态势相

仿，其40.70亿元的销售，实现销售增长、码洋升阶，只是由于销售增幅不够

高，而较上年排序退后一位。不过广西书业主体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新晋2021年“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全区县级新华书店门店全部完成转

型升级，阵地作用大大强化，销售扩增。

“十四五”开局之年，省域书业第一方阵成员共14家，比上年新增湖北

一家。第一方阵年销售共 1004.5 亿元，占全国书业的销售比重为

75.23%，比上年扩大4.18个百分点。省域销售第一方阵，是中国书业的强

势军团，不足1/2的省份，实现了3/4的市场销售，彰显了市场的集中度。

第二方阵集聚中坚力量
成员数量增加，市场份额扩大

陕西以33.86亿元的销售列省域书业销售第15位。其既为第二方阵

领衔者，又系30亿码洋级阶的唯一省域，同样因销售增幅不够大，而较上

年排序后退一位，市场份额也告缩小。作为西北书业的“龙头”，陕西书业

强势不减，2021年陕西书业具有文化地标口碑的西安钟楼书店回迁开业，

为陕西书业的扩增提供重要助益。

贵州、福建、上海、新疆四省书业销售同处20亿级阶，分列省域书业销

售第16、17、18、19位。四省中贵州以增幅最大，居20亿级阶领衔，且较上

年排行上升一位，份额增大。当年贵州书业调整发行布局，新华文渊超市

发展看好。福建书业于增幅相对偏低，排行较上年后退两位。但由于其大

力推动“书香八闽”建设，健全网点布局，开拓网上发行市场，仍取得8.14%

的销售增长。上海、新疆，一为全国最大城市，一为全国最大省域，由于疫

情冲击严重等原因，两地书业销售同比下降，较上年上海排行后退两位，新

疆排行后退一位，这在当年尚属罕见。

重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书业分列省域书业销售第20、21、22、23

位。植根于西南重镇的重庆书业摆脱了上年的销售下降、排位后移，以

19.27亿元的销售实现同比增长，并居10亿码洋级阶领衔位，排行位次与

上年相同。重庆发行业主体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是全国少有的与出

版集团分立的发行集团，在全国发行集团综合经济规模排名中位列第

10，显示了其的实力雄厚。以重庆新华为代表的重庆书业举办全市全民

阅读惠民书展，持续开展数百场（次）多种形式的好书推介、流动售书活

动，并充分发挥“最美书店”重庆书城的示范作用，带动各门店销售扩

增。甘肃书业继上年后再次和重庆书业排位相邻，其16.72亿元的销售，

同比增长15.71%，并新晋省域书业第二方阵。甘肃书业打造“小而精”的

主题书店和综合性文化休闲体验中心，实施精确营销，满足读者全方位、

个性化需求，实现销售增长。其书业主体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新晋

“全国文化企业30强”提名企业。内蒙古书业以15.38亿元的销售，黑龙

江书业以 15.18 亿元的销售同时新晋第二方阵，二者销售仅 2000 万元的

微弱差。前者以 23.24%的增幅，较上年排行上升两位；后者由于增幅相

对较低，较上年排行后退一位。内蒙古书业发行主体内蒙古新华发行集

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书业主体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分

别实现上市，并共同入列“全国文化企业30强”提名企业。以内蒙古新华

为代表的内蒙古书业年内举办各种营销活动 1.6 万多场，深入农村、牧

区、企业、高校、部队、社区等地开展流动售书1000多场，确保销售增长。

黑龙江书业线上通过抖音等开展交流互动，线下打造“书香龙江读书节”

等实地营销，两手抓两手硬，线上、线下销售双增。

“十四五”开局之年，省域书业第二方阵共9家成员。与上年比较原成

员湖北晋升第一方阵，新晋甘肃、内蒙古、黑龙江3家成员，总数比上年增

加 2家。第二方阵销售总额 203.6 亿元，占全国书业的销售比重为

15.25%，比上年扩大0.50个百分点。

第三方阵阵容瘦身
市场份额同比收缩

辽宁、吉林二省域书业销售同在10~15亿元区间，分列省域书业销售

第24、25位。辽宁书业销售13.88亿元，虽居第三方阵领衔位，但由于销售

增幅低，排名较上年后退一位。吉林书业以13.42%的增幅、10.45亿元的销

售，保持了自己在省域书业市场排行的原位。二者与黑龙江本是排位相

邻，显示了东北三省书业实力的接近，只是黑龙江书业销售居15亿元之

上，按方阵间的销售区隔标准，东北三省被划入两个不同方阵。辽宁书业

发挥大型书城的引领作用，带动各类卖场销售上扬。吉林书业开启阅读空

间+线上互通的智慧书店模式，并大力发展基层书店乡镇网点建设，广泛

延伸发行触角，拓展销售。

北京、海南、天津三地书业销售同处5亿元~10亿元区间，分列省域书

业销售第26、27、28位，三者排位均与上年相同，但市场份额均较上年不同

程度缩小。北京书业增强实体书店的推荐导购功能，把更多适销对路的品

种遍发首都市场，以5.16%的增幅，实现销售7.74亿元。海南书业举办海南

书香节和“书香海岛”全民阅读活动，为广大读者提供文化盛宴，以8.98%的

增幅，实现销售6.92亿元。天津书业充分发挥旗舰店天津图书大厦的示范

作用，各卖场奋力拓销，以5.43%的增幅，实现销售5.05亿元。

宁夏、青海、西藏三边远地区书业分列省域书业销售第29、30、31位，

三者排位与上年相同。宁夏书业利用微信公众号、报刊等多种方式进行图

书宣传，增强读者购买急愿，积极开展面向多群体的流动售书，以14.11%的

增幅，实现销售4.69亿元。青海书业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开展多种形式的

展销，以3.83%的增幅，实现销售3.25亿元。西藏书业系当年省域书业销售

下滑之一，其2.47亿元的销售，同比下降3.52%。

2021年省域书业第三方阵成员共8家，比上年减少3家。第三方阵销

售总额54.45亿元，占全国书业销售的比重为4.08%，比上年缩小4.01个百

分点。

（上接第1版）

附表 2021年全国省域书业销售排行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省份

浙江

四川

江苏

山东

湖南

安徽

河南

江西

河北

广东

山西

湖北

云南

广西

陕西

贵州

福建

上海

新疆

重庆

甘肃

内蒙古

黑龙江

辽宁

吉林

北京

海南

天津

宁夏

青海

西藏

中央

销售额（亿元）

132.21

104.30

97.97

96.89

76.51

74.00

67.66

57.23

55.28

54.39

52.37

49.78

45.21

40.70

33.86

29.16

27.50

23.90

22.63

19.27

16.72

15.38

15.18

13.88

10.45

7.74

6.92

5.05

4.69

3.25

2.47

72.63

同比（%）

24.51

21.51

29.69

14.74

12.88

38.52

9.50

7.60

10.30

37.56

10.95

145.58

14.20

15.82

14.86

11.82

8.14

-4.86

-1.01

5.07

15.71

23.24

13.03

4.83

13.42

5.16

8.98

5.43

14.11

3.83

-3.52

5.63

占全国比重（%）

9.90

7.81

7.34

7.26

5.73

5.54

5.07

4.29

4.14

4.07

3.92

3.73

3.39

3.05

2.54

2.18

2.06

1.79

1.69

1.44

1.25

1.15

1.14

1.04

0.78

0.58

0.52

0.38

0.35

0.24

0.18

5.44

排序同比变化

0

0

1

-1

0

1

-1

0

0

2

-1

7

-2

-1

-1

1

-2

-2

-1

0

0

2

-1

-1

0

0

0

0

0

0

0

本企业北京朝阜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现登
报申明，并郑重承诺：

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
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

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
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益)
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
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
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

本企业投资人高居杰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高居杰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

电话：13621319701 北京朝阜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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