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宣部公布了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170种，其中图

书选题15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20种。纵观170种重点出版物选题，故

事表达生动、选题切口巧妙的作品层出不穷。整体来看，主题出版已逐渐呈

现出和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少儿出版融合发展之势，主题出版正

向着主流出版不断演进，并成为出版业新的增长极。170种入围重点选题

中，不难看出很多选题已经在以“畅销”为目标进行策划，亦可窥见各出版单

位在主题出版方面实现“双效”增长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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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出版2.0 追求畅销的时代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馨宇关键词 主题出版“双效”增长 精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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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映照出一个时代的背影 P17~20

本期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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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出版范围逐渐扩大

从选题角度来看，中宣部公布的

2023年170种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全面体现了出版行业服务党和国家中

心工作的主动担当，也反映出行业主题

出版水准的整体提升。近年来，出版行

业在布局主题出版方面不断拓展题材

空间，内容主题不断延伸。同时，主题

出版也在不同专业领域全面开花，选题

纷呈多样。

党史国史类，思想理论研究类一直

是主题出版的“基底”，阐释好传播好党

的思想理论、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是主

题出版最重要的方向，也是出版单位重

要的责任与使命。人民出版社、民族出

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

社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含民族文字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的《哲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

《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新思想的理论

伟力》、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的党

史观》等思想研究、理论研究选题共入

选20余种，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调查研

究——中国共产党成就辉煌的必由之

路》等党史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中

国经济改革简史（1978—2023）》、辽宁

人民出版社的《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等国史研究选

题共30余种。入选选题从不同角度高

举思想旗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充分反映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除了理论、历史类选题，本次主题

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还重点聚焦全过

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高质量发展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思想观点和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如广

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

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全过程人

民民主制度化研究》、中国林业出版社

的《美丽的中国——看见野生动物》、中

国地图出版社的《生态第一课·写给青

少年的绿水青山》等选题从人民当家作

主、民族、生态等多方面多角度充分反

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

此外，党建读物出版社的《读懂中

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丛书》、中国唱片

集团有限公司的《强国复兴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主题优秀原创音乐精

品集》等紧扣主题主线，聚焦党的二十

大的主题、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

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

本质要求。 （下转第5版）

1月20日，以“知北游”为主题，方

所北京首店落地五棵松万达广场，并

以图书为核心，融合设计与文创，时尚

服饰，亲子阅读成长等多元业态，着力

构建“流动的文化客厅”。继 PAGE

ONE、西西弗、钟书阁及上海三联书

店后，北京再迎知名书店品牌入驻。

创立 13 年来，从广州出发，途经

成都、青岛、西安、三亚……方所一路

曲折北上，最终落地北京五棵松，2500

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体现着方所一直

以来坚持的“大店效应”。在首都北

京，方所打造了一家怎样的门店？如

今的方所，又有着怎样的“野心”？在

方所开业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方所

创始人毛继鸿。

发挥首都优势 实现创新发展

方所书店致力于成为城市的文化

中心，而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在

毛继鸿看来，他并没有刻意要在北京

开一家书店，一切只是恰到好处。他

说：“我不会设定一个一个特别具体的

目标，来了这个事情，我就得尽力去做

好，然后去完善它，计划可能只有

40%，但你要咬住，把可能性变成80%，

完善到90%。”毛继鸿也看中五棵松商

圈的发展后劲，他认为方所入驻后，将

对五棵松商圈的圈层进行重新塑造，

提供更好的“文化+商业”空间，并将在

年轻人和亲子两个方向上有所突破。

“北京可能是全中国知识分子最

聚集的地方。”毛继鸿表示，在其他地

方做一场文化活动，需要动用许多人

力物力，但在北京，“遍地都是角儿”。

他还强调：“在北京的大环境下，文化空间的发展

没有太大问题，重点在于能否做出特色。”

对毛继鸿来说，北京有更深层的意义。“北京

更多的是基于所有的智慧与知识的累积，重新生

发出的数字艺术、数字文化，或者说科技与文化、

科技与艺术、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更跨界、更包

容以及更创新。”更富创意、更加多元，让他觉得，

在北京，“任何一个玩法都有可能。”

理念先行 为消费者提供真正好的产品

“文化空间的本质是商业，肯定要盈利，不然

怎么让你的员工更有尊严？如何生存？”在毛继

鸿看来，资本有其优势，但资本与文化之间不应

该是共同利益体，而是共同价值体。“价值更重

要，甚至大过利益。”

书店的主理人并不是简单的“负责人”的概

念，在毛继鸿看来，还需要具备更多能力。“主理

人是什么？主理人需要具备经营者的能力，同时

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基本上是自有资金，没

有接受投资，相对自由，这样在做书店品牌、做文

化的过程中，就可以拥有独立性。这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要素，如果你不独立，就缺乏自由和灵活

性，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容易枯萎。”对毛继鸿来

说，“失去自由”是最不能接受的。

毛继鸿认为，有理念相同的合作方，开店是

水到渠成的事情。就如同北京店一样，2023年秋

开启合作，不到半年时间，一个数千平方米的门

店就拔地而起。

为消费者提供真正好的东西。在当下，人

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实体渠道客流下滑，但在毛

继鸿看来，消费升级与降级是伪命题。他以故

宫和陕西博物馆一票难求的门票举例表示，当

下文化需求其实更大，只是消费者更注重内在

和自我感受，真正回到对“真知识”的追求上，人

们愿意为真正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买单。

因此，书店要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可

能性，不要被价格裹挟。

同时，在毛继鸿看来，方所愿意打开更多人对

美的感知，引领人们在美育上“睁眼看世界”。“美不

是教的而是育的，是你的行为、你周围的环境，它需

要你有创造和发现的心。如果我没有提供高质量

的东西，那是我没到达的专业问题。但你愿不愿意

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不买也没关系，我提供一种视

觉养眼，帮助你开眼，那就达到了我的目的，希望消

费者能被这个氛围所感染。” （下转第8版）

●中国好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3年12月“中国好书”月榜近日发布，15种入选图

书分别是：《毛泽东在杭州的77天——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记》（中央文献出

版社）、《江山大势：1949年国共和平谈判》（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故

宫学百廿题》（商务印书馆）、《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

乡村振兴故事》（贵州民族出版社）、《她们：中国古代女子图鉴》（上海书画出版

社）、《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爹》

（山东文艺出版社）、《大辽河》（春风文艺出版社）、《苍生大医》（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命悬一线，我不放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长江的微笑：中国长江江

豚保护手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踏荆前行：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三环

出版社）、《大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星空的慧眼》（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太空一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馨宇）

2023年12月“中国好书”发布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 月 23 日

晚，《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和作家

梁晓声、蔡崇达做客“与辉同行”直播

间。直播共计两小时，累计观看人数

895万，最高在线人数70万，上亿点赞；

直播间同时挂出《人民文学》2024 年全

年 12 期订阅链接，开播 15 分钟即售出

2000套；截止到1月25日16时，销售9.4

万套，共计 112.9 万册，销售额 2042 万，

销售码洋2269万，截至记者发稿销量还

在上涨。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直播间

的单品销售纪录，也构成了《人民文学》

历史性的时刻。

施战军表示，此次直播直观地反映

出文学读者仍在，但需要通过各种各样

的方式找到，文学作品也需要通过各种

各样的方式被读者们看到。《人民文学》

杂志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是老牌文

学期刊主动求新求变之举，展示了文学

刊物积极拥抱新时代的开拓精神，显示

出文学寻找读者的能力以及破圈的力度

和决心，体现了文学刊物“稳中求进”的

发展策略，既保持纸质刊物的稳定性，又

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和新技术开展文化传

播，拓宽了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梁晓声提到其作品《父亲》在《人民

文学》杂志上刊载之后，第二年便荣获

“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表示，《人民文

学》是作家群体内的一片写作高地，能

够在《人民文学》上刊登作品对作家来

说是一种高度的认可，也从侧面证明了

这个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蔡崇达表示，能从小镇青年成为作

家，起点便是在高中时参加《人民文学》杂

志举办的中学生作文比赛并获一等奖，从

此点亮了他的文学之路。 （张佳璇）

● 商报专递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国家

版权局发布“2022年中国版权产业经济

贡献”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

中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 8.97 万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83%，占 GDP

的比重为7.41%，与上年持平。其中，核

心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 5.66 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76%。版权产业

逐步成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从2012年至2022年，中国版权产业

的行业增加值从3.5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至8.9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从

6.87%上升至 7.41%，提高 0.54 个百分

点。其中，核心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从

2.0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5.66万亿元人

民币，占 GDP 的比重从 3.97%上升至

4.68%，提高0.71个百分点，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数字出版、广播电

视等新业态发展状况良好，持续发挥对版

权产业经济贡献的拉动作用，是引领版权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白 藏）

2022年中国版权产业增加值
占GDP的7.41%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推动出版

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

潮，深化出版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推进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深度融

合，打造出版业新质生产力，国家新闻

出版署2024年继续组织实施出版融合

发展工程。

2024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着重深

入实施数字出版优质平台遴选推荐计划

和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

划，遴选一批方向导向正确、优质内容集

聚、技术应用领先、社会效益凸显的数字

出版平台项目，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创新

能力突出、业绩表现出色、成长潜力明显

的出版融合发展复合型人才。

其中，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需为

从事出版融合发展、数字出版工作的现

职中层和骨干人员，从事相关工作5年

以上，年龄不超过45周岁（年龄计算日

期截至2024年3月31日）。

数字出版优质平台遴选推荐计划

和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

划相关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3

月31日。 （管若潼）

2024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开始申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焦 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