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智慧书业新生态的新思考

42024年8月9日 星期五 第2962期

本版编辑：张馨宇
E-mail：912929228@qq.com

排版：彭庆伟产业观察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少年游学 人一生要去的100个地方
少年游学 跟着诗词去旅行
苹果花开
少年游学 跟着课本游中国
花婆婆
大卫，不可以
大卫上学去
夏洛的网
长袜子皮皮 （美绘版）
笑猫日记30 长大不容易

版别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明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2月
2024年1月
2024年4月
2024年2月
2007年4月
2023年9月
2023年7月
2014年8月
2009年10月
2024年6月

定价（元）
34.00
34.00
35.00
34.00
45.80
45.80
45.80
37.00
3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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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书名
神秘的答案之书
最爱吃的家常菜
崔玉涛育儿百科
昆虫记
所有女生要知道 六层楼先生给女孩的青春期呵护指南
空腹力
神奇的肝胆排石法
海蒂怀孕大百科
胃,你好吗
Vlog短视频创作从新手到高手

版别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5月
2013年2月
2019年1月
2017年8月
2024年1月
2024年2月
2012年8月
2019年4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定价（元）
38.00
29.80
178.00
34.80
69.80
58.00
32.00
68.00
59.00
79.00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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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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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等一切风平浪静
红岩
去遇见
我的阿勒泰
额尔古纳河右岸 （平装）
我与地坛 （纪念版）
晚熟的人
一句顶一万句
活着
红楼梦 （上、下）

版别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6月
2018年1月
2024年7月
2021年8月
2019年6月
2011年1月
2020年7月
2022年7月
2021年7月
2012年2月

定价（元）
52.00
36.00
59.80
45.00
32.00
29.00
59.00
68.00
45.00
59.70

（上接第1版）

2024年7月下半月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2024年7月下半月少儿读物销售排行榜

2024年7月下半月科技生活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为了及时反映市场行情，为出版社、书店营销、选品提供参考，为读者阅读、购书提供指南，本报每半月刊出一次图书销售

排行榜，以服务业界与读者。半月图书销售排行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销售数据和商报·奥示“中国出版

业市场监测系统”线下ERP数据、线上监测数据，由全品类总榜和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少儿读物、科技生活5个分

类榜组成，均按销量降序排列。（报载各榜TOP10；各榜TOP20见商报官微、官网）

2024年7月下半月文学艺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上接第1版）

在 人 工 智

能和数字技术

蓬勃发展的形

势下，探讨书业

的新生态、新发

展、新未来，很

有 现 实 针 对

性。我们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首先要

发展，要高质量

发展。推动高

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要途径，文化是重要支

点。而在文化建设中，阅读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出版

业是最基础的文化产业。

在出版领域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适应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发

展、构建智慧书业新生态，基本要求是完善战略布局，

基本保障是优化战略路径，根本任务是担负起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

机遇和挑战：适应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发展

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在

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书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

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是：可能的高效

能、高质量、大发展；挑战是：可能被弱化、被虚化、被边

缘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书业内容生产的变革与机遇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

视频生成能力，正在逐步改变着内容生产的模式，帮助

出版业丰富内容资源、降低生产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提升个性化服务水平。

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虽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

仍然无法达到人类思考的深度和价值判断的精准

度。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享受人工智能

带来便利的同时，保持内容的创造性和思想性，避免

被技术所“绑架”；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应对人工智能

所带来的著作权问题、科技与学术伦理问题、文化安

全问题等一系列的监管问题，确保其在出版业的应用

中能够遵循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保障文化安全和社

会稳定。

数字出版：书业产品形态的变革与机遇

从阅读用户的角度看，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3年，

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5.70亿，同比增长7.53%，数字

阅读用户规模占网民规模的比例，首次超过 50%。

2024年4月发布的《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

告》显示，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

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9%，其中图

书、报纸、期刊的阅读率分别是59.8%、23.1%、17.5%，数

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80.3%。

从出版生产的角度看，2023年12月1日，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WIPO 发布的《2022 年全球出版业报告》显

示，数字出版占整个出版业的收入比例，日本最高，已

达 43.1%。2021 年，中国的 GDP 是 114.92 万亿元，其

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11.91万亿元，文化产

业 GDP 是 5.24 万 亿 元 ，文 化 产 业 占 全 国 GDP 的

4.56%——接近5%的支柱产业标准；文化产业中，出版

产业（含出版、印刷、发行）的营业收入是 1.8564 万亿

元，出版产业占整个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15.62%；出版

产业中，书报刊出版和出版物发行主营业务收入

4769.29亿元，占出版产业的25.69%。

另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数字出版产

业规模1.2762万亿元，包括10类产品，其中互联网期

刊、电子书、数字报纸（不含手机报）、移动出版（仅移动

阅读）这4类与传统出版紧密关联的数字出版的销售

收入是516.87亿元，占书报刊出版和出版物发行主营

业务收入的10.84%。

这些数据说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书、有

声书、在线阅读平台等新兴业态的兴起，不仅丰富了书

业产品的形态、丰富了读者的阅读选择，也拓宽了书业

的发展空间，为书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流量竞争：书业营销的挑战与机遇

2023 年，从渠道销售码洋构成看，平台电商规模

依然最大，码洋比重为41.46%；其次是短视频电商，码

洋比重为 26.67%，超过垂直及其他电商（2023 年码洋

比重为19.93%），成为第二大销售渠道；实体店渠道码

洋比重为11.93%。以2023年底的“董宇辉事件”为例，

他所引流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唐诗三百首详析》一周

内带动的销售，分别为180万册和30万册。这个挑战，

一定程度上是以电商的低折扣、出版商的突破成本为

代价的，既会打乱市场竞争秩序，也有可能重塑市场竞

争秩序。因此，总体上应当加强引导，使其本着共赢的

原则，朝着有利于提升业内外企业竞争能力与活力的

方向发展。

流量竞争与互联网紧密相关。至2023年底，我国

互联网平台的用户，微信及WeChat 合并月活账户数

是13.43亿，抖音平台用户数量超10亿，QQ月活跃账

户数5.9亿，微博月活用户达5.98亿。“小红书”拥有超

过2.6亿月活用户，累计达到6900万创作者的网络，也

成为带来书业新流量的平台。

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出版内容的高效生产、产品形

态的丰富发展、产品的高速传播和精准营销，构建智慧

书业新生态，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书业的市场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也

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版权保护问题尤为突

出。此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也是数字时代不可忽

视的重要议题。出版方在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时，必

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确保用户数据

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基本要求：完善战略布局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书业

要构建智慧新生态，必须面向未来，完善战略布局，推

动创新实践。

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构建智慧书业新生态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守正创

新，既要坚守文化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

要勇于创新，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市场需求的新

业态和新发展模式。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把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作为中心任务，

努力推进出版业的中国式现代化，担负起“在新的起点

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优化产业链结构与配置效率，提高核心竞争力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出版业的产业

链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我们要积极适应这种变革，优

化产业链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要注重加强产业链

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合作，推动内容生产、编辑加工、印

刷发行、营销推广等环节的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同

时，还要加强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拓展新的业务领

域和市场空间。

相对于其他产业，出版业更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

链全要素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增强对市场需求变化

的响应与调整能力，进一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流动资

产周转率及全员劳动生产率等，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力。

深化技术应用创新，构建智慧出版平台与生态

系统

第一，深化技术应用与创新，出发点是发展出版

新质生产力。要不断强化人工智能与内容生产的深

度融合，聚焦于人工智能与内容创作的深度融合，通

过优化算法、提升数据质量等方式，使人工智能能够

更准确地理解并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从而创作出既

有深度又有温度的内容。同时，鼓励作者与人工智能

的协同创作，利用人工智能的辅助功能，提升创作效

率和质量。

第二，深化技术应用与创新，重点是推动应用的多

元化。数字技术不仅限于电子书、有声书等阅读形式，

还可以应用于更多领域。例如，利用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技术，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体验；通

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符合读者兴趣的内容；利用区

块链技术，加强版权保护，确保创作者的权益。

第三，深化技术应用与创新，落脚点是构建智慧出

版平台与生态系统。通过构建集内容生产、编辑加工、

宣传推广、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智慧出版平台，实现出版

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同时，加强与其他行业的

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协同、共赢的生态系统。

基本保障：优化战略路径

强化党的领导、坚持体制创新，提高治理能力

新时代以来，出版企业普遍实施了“党政一肩挑”

的领导体制，完善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三重一

大”等重大决策在党组织、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

事、经理层等各个决策主体之间，以及在纪检组织、监

事会或企业监事等监督主体之间的无缝衔接，保证了

党的领导与企业管理的深度融合，保证了统筹决策与

有效管理。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强化目标导向

衡量和引导高质量发展，需要优化指标体系、强化

目标引导。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12月发布了《出版

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在此前后，委托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标体系，形成了课题报告，但没有作为行业文件发布。

我的理解，出版业各类企业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制定一

个全行业统一的指标体系，确实太难。但就每个出版

企业而言，其发展是不是高质量的，还是要有结合自身

实际的衡量指标，还是要用指标来引导。

我以为，可以从7个方面进一步探讨、考量高质量

发展指标，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第一

类也是首位的指标是政治质量。要做到政治正确、导

向正确，社会影响积极健康向上，社会效益良好。第二

类指标是产品及服务质量。包括内容质量、编校质量、

印装质量、服务质量4个方面。第三类指标是产品结

构与品牌特色。主要体现在企业承担的重点项目情

况、获奖情况、产品线建设情况和再版重印率。第四类

指标是创新驱动及融合出版水平。主要看4个比重：

自主选题比重、数字化产品比重、在线销售比重、新技

术应用比重。第五类指标是现代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

水平。主要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情况、质量管理情况、

财务管理情况、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企业家精神与企业

文化情况等进行考量。第六类指标是文化传播力与影

响力。主要从图书销售码洋市场占有率与动销品种占

有率、年销售万册以上图书比重、企业经营活动形成的

媒体流量及受众满意度、履行社会责任与参加社会公

益事业的能力、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考

量。第七类指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从图书、报

刊、数字化产品等出版物年销售收入和其他主营业务

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全要素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

方面进行考量。

加强风险管控，提高治理能力

出版企业面临着三大类风险，即政治风险、经营

风险和廉洁风险。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出版业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风险和挑

战。出版企业必须加强分析研判，把握各种潜在风险

因素，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

处理机制等，主动化解风险，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要在加强风险管控的同时，提高企业治理能力和

水平。

用好“第一资源”，激发人才创造力和企业活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出版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

高质量发展更是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一要用好人才。出版企业应加强内部人才培养与

外部人才引进，同时，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从

源头上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二要培养好人才。2010年以来，先后有4批共33

家（有1家取消了，目前还剩32家）高校陆续开设出版

专业硕士点，累计毕业出版专业硕士数千人。2024

年，又新增出版专业硕士点8家；同时有18家高校正在

申请出版专业博士点。

三要做好产学研共建。2022 年 7 月和 2023 年 8

月，先后在北京、天津两次召开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

工作会议，第二次还同时召开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指委工作会议。相应地，中宣部、教育部推动两批共8

所高校与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开展共建工

作，高校聘请的“业界导师”约有百人。2023年12月，

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

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于进一步深化出版学科专业共建

工作，发挥出版业现有人才优势，更好培养出版专业人

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24年7月，韬奋基金会与邹韬奋学习过的华东

政法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共建韬奋新闻传播

学院、韬奋新闻出版研究中心。

四要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激发人才创造力和企

业活力。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目前仍然是

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在出版企业

中尤为突出。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出版企

业也要、更要全面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吸引、留住人

才，激发人才创造力和企业活力，推动企业创新转型和

业态升级发展。

（以上为作者在以“书香浸润社会，智慧引领未来”

为主题的“Books New+书业新生态——面向未来的思

考”研讨会上的演讲，略有删节）

■刘伯根（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据悉，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琉球

文献史料集成》（全套7卷）已于今

年 7 月由宁波出版社和复旦大学

出版社联合出版，著名出版家贺圣

遂和李梦生担任主编。

全书以繁体点校的方式，收录

现存于国内的已刊刻或整理印行

的有关琉球王国的文献100余种，

包含四大部分内容：一是历朝使琉

球记述，包括出使琉球记录及有关

琉球的地志、史志 16 种，诗文集 6

种；二是历朝有关琉球的专著，包括经部1种、史部正

史类5种、别史类2种、杂史类2种、奏议类1种、地理

类21种、职官类1种、政书类6种、子部2种；三是《明

实录》《清实录》及《筹办夷务始末》中的相关史料；四

是散见于史书、专著、诗文集、笔记、档案中有关琉球

的记载论述，包括唐代3种、明代44种、清代46种。每

种文献均列有校点说明，简要介绍该文献基本情况。

全书文献搜罗全面，版本价值

珍贵，为研究琉球历史、人文及中

琉交流史提供了广泛的视角及丰

富的第一手资料。多位专家对该

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给予肯

定。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

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

雄指出，在中日关系和东亚格局的

研究中，琉球史料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为人

们了解、理解相关历史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

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评价该书的编校

与出版，在历史学、文献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研究方面

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理解琉球及其周边区域历

史文化及其现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古文献专业博士生导师傅杰认为该书材料

丰富，校点精审，它的问世，堪称当代学术史与出版史

上的大事。 （张馨宇）

《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出版发行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含简明问答）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论述摘编 （普及本）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 经济篇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 教育·科技·人才篇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案例选 政治·法治篇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版别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国法治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12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5月
2024年2月
2024年2月
2024年2月
2024年2月
2024年2月
2024年2月

定价（元）
8.00
8.00
8.00
13.00
42.00
41.00
41.00
34.00
26.00
2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