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专业出版文脉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
专访人民音乐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杜永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 采写/整理

2024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也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

表10周年。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一员，成立于1954年 10月的人民音乐出版社也迎来创建70周年。

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本报特约人民音乐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

总编辑杜永寿访谈，请他畅谈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70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发展可

以划分为几大阶段，形成了哪些主要产业？

杜永寿：人音社的前身是著名出版家

钱君匋先生创办的万叶书店。1954 年 10

月，音乐出版社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在北

京成立，后于1974年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

社”。7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

阶段。一是1954年~1973年，始创与奠基

阶段。音乐专业出版社从无到有，在繁荣

新中国音乐创作、推动音乐知识普及和提

高国民音乐素质等方面成绩显著，为我国

音乐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1973

年~2001年，探索创新与快速发展阶段。在

特殊历史时期中，音乐出版社曾一度停

滞。随着1973年出版社建制的恢复，在“改

革开放”和新时期出版方针政策的指引下，

人音社由单一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

出版物由单一纸介质向声、光、电、磁介质

发展。三是2002年~2017年，深化改革与

跨越发展阶段。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部署和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

引下，以“改革、发展、创新”为主题，顺利完

成转企改制，出版主业稳步增长，图书、教

材、期刊、音像四大产品板块有机结合，市

场竞争优势不断巩固和加强。四是2017以

来，融合升级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

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把握文化自信与民

族复兴这一时代主题，人音社在培根铸魂

上展现新担当，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实现

新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

各项重大部署，全面推动融合升级与高质

量发展。

■当下，人音社的基本盘数据如何？

针对整体以及各板块发展确定了怎样的定

位和战略？

杜永寿：主营主业是构成人音社基本

盘的核心，70年来始终坚持在音乐专业出

版领域开拓创新。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人

音社通过音乐出版为中国时代精神展现、

美育教育发展、学术体系建构、音乐文化传

播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生产运营体

系角度来讲，可以分为图书音像、教材教

辅、期刊矩阵、数字融合四个主要业务板

块。发展至今，我们已经形成了深度聚焦

时代精神风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

出版，以经典丛书、重磅辞书、期刊矩阵为

代表的学术出版，囊括义务教育、高中教育

到高等教育、专业教育四个维度的教材出

版，融合实体与数字出版打造立体化阅读

体验的文化出版等出版产品序列。

就基本盘的表现来看，人音社每年的

图书动销品种约为2700多种，在音乐类图

书零售市场占有率持续排名榜首。人音版

义务教育、高中音乐教科书凭借优秀的编

写理念、过硬的出版质量、周到的售后服

务，在全国中小学单科教材品种的选用率

方面始终名列前茅，为建设教育强国这一

系统工程作出突出贡献。学术期刊方阵由

理论、教育、器乐、声乐组成，持续助推着中

国音乐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其中，

1958年创刊的新中国第一本音乐理论期刊

《音乐研究》，已成为音乐学术期刊中出刊

总量最多、学术影响力最强的CSSCI核心

刊物。融合出版方面，我们先后推出“人音

教育·钢琴教室”线上线下融合项目和“中

国原创音乐数字出版平台”、数字化教材教

辅平台“万叶网”、音乐资源专题数据库“人

音乐谱”、在线教育产品“人音学琴APP”等

产品，同时优质完成了中宣部重点项目“中

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系列子项的

建设任务。

■从70年历程中截取一个时间段，盘

点人音社近10年的主要成绩，主要有哪些

亮点？

杜永寿：党的十八大以来，人音社的

发展步伐更加强劲。特别是近 10 年，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在融合发展、业态升级方面，进一步

取得了很大提升。一是党的建设全面加

强。出版企业集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

化组织属性于一身。人音社不断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能力不断增强，各级党

组织作用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体系上下贯

通，强化正风肃纪反腐，完善激励约束引

导，用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二是

优质供给有效扩大。人音社是一家专业

出版社，却又横跨出版、音乐、教育、文化

领域，具有鲜明、独特的优势和特点。我

们持续深化导向管理和出版创新，做优主

题出版，以深度的思考和独特的音乐视角

讲述红色故事，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聚焦新时代精神风貌，坚持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原则，推出了一

大批音乐创作、音乐学术、音乐教育、音乐

文化的优质出版物，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三是

新型业态贡献持续加大。这10年来，我们

在融合发展方向上发力，着力探索音乐出

版新业态。专业内容资源优势得到充分

发挥，音乐出版数字化达到更高水平，音

乐产品在互联网时代的天然优势和竞争

能力进一步彰显，数字融合发展业务板块

逐渐成长起来。四是企业治理效能显著

提升。我们以全面建设国际一流音乐出

版传媒企业为目标，坚持做专做优做强的

发展方向，现代文化企业治理体系更加完

备，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科学经

营管理水平不断增强，企业治理效能得到

了显著提升。

■一方面，音乐天然有着需要突破纸

质载体向视听等多种传播载体拓展的需求

和优势。另一方面，以往的实体专辑等很

多转为数字专辑，短视频直播发展带给大

众更多选择。这种情况下，传统音乐出版

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看待这种需求端和

市场环境变化的挑战？

杜永寿：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确给传统

出版行业带来了很大影响。在我看来，最

核心的挑战是，受众碎片化阅读方式带来

的使用模式与消费模式的变化，倒逼出版

行业产品供给必须升级迭代。逻辑链条的

本质在于用户需求的本质。以音乐出版为

例，用户需求包含着知识学习、技能提升、

专业使用、音乐赏鉴等不同的指向。媒介

是人的延伸。无论是传统大众传播也好，

传统互联网传播也好，还是移动互联网传

播也好，需求的本质其实并没有发生质的

变化。比如在专业使用的需求场景中，音

乐学习者上课、音乐表演者演出，都需要使

用乐谱。传统的是用纸谱，新兴的是使用

平板设备，练琴时还可以通过线上产品实

现实时的演奏提示和纠错功能。其中，使

用优质专业乐谱的需求本质没有改变，变

化的是满足需求的媒介和行为模式。移动

互联网传播恰恰是因为能够更好地满足用

户本质需求，才如此迅猛地形成规模。但

是我们必须看到，使用模式推动消费行为

变化，二者继而同时推动市场业态变革。

这个力量是巨大的，对传统出版行业的冲

击也是巨大的，倒逼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加

速适应。

■面对这些挑战，人音社有何应对措

施及代表性案例？

杜永寿：业态升级涉及诸多维度。近

几年，人音社也在努力探索适于音乐专业

出版的融合发展之路。我们从顶层设计上

对数字融合发展作出了中长期规划，在机

构设置和团队建设的方面增设了相关机

构、吸收和配备专门人才，配套设计融合发

展运行机制，建设媒资管理系统作为产品

开发的资源平台，形成了以编辑业务部门

为资源基底、以融合业务部门为运营前端、

以媒资管理系统为通用平台的生产运营体

系。我们向内深挖内容资源、强化竞争优

势，向外深究用户需求、细化用户画像，内

外结合从内容优化、产品开发、运营推广、

增值服务等方面来建设人音融合业务矩

阵。同时，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业态

升级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能单单瞄

准新产品开发一个方向，也要通过融合发

展的管道进一步优化活化传统优势，使之

科学有效地实现迭代，更好地利用好互联

网思维来放大传统优势。例如，音乐教学

类书籍离不开音视频的支持。我们对既往

传统的书配盘业务做了有效迭代，通过一

书一码提供二维码扫码服务，使读者可以

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实现示范、伴奏、赏

听等配套音视频的使用。去年推出的“人

音教育·钢琴教室”项目，融合了硬件、软件

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利用实时互联技术和

教学即时测评系统，革新了传统的一对一

教学模式，形成了标准化智能钢琴集体课，

为音乐教育带来创新。

■今年既是人音社建社70周年，也是社

领导班子新旧交替的一年。在新的位置和节

点，对人音社未来新阶段的发展有何思考？

杜永寿：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人音

社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出版“国家队”的

一员。这是中国出版界当代探索的一方缩

影，更具有中国音乐专业出版开拓者的一份

独特贡献，也形成了弥足珍贵的专业出版实

践经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文库》序言

中强调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人音

社70年历史进程中凝聚了创业的笃行致

远，也饱含着守业的砥砺深耕。作为新时

代的人音人，我们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薪火传承、守正创新，在新征程上进一步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

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做时代精神的歌唱者、中华文

化的传承者、美育教育的践行者、音乐文化

的引导者、学科体系的建构者，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传承优秀文化，聚焦时代精神，深

耕精品出版，为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发

展战略的贯彻落实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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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集体
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单位标兵

首都文明单位
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奖
中国图书奖
中国好书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出版物奖

全国优秀教材
中国金唱片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

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项目
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项目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项目

企 业 荣 誉大 事 记

1954年，音乐出版社1938年，万叶书店 1953年，新音乐出版社 1981年，人音社迁入新社址

杜永寿

2008年，入驻新办公大厦

◉1954年10月11日 中国音乐家协会

出版部与新音乐出版社公私合营，在北京成

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专业音乐

出版机构——音乐出版社，社址位于东城区

东单沟沿头33号。

◉1955年7月 出版了专为北京市编写

的《初中音乐试用教材》等三种音乐教材，结

束了初中没有音乐教材的历史。

◉1955年~1959年 中国音协《人民音

乐》《歌曲》《音乐研究》《儿童音乐》《戏曲音

乐》等音乐期刊先后交由音乐出版社出版。

◉1970年 经国务院批准，音乐出版社

由原公私合营改为国营。同年，音乐出版社

宣布撤销，部分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

该社“音乐组”。

◉1973年12月 国务院批转的文化组

第6号文件下达，决定恢复音乐出版社。

◉1974年8月 音乐出版社恢复建制，

并正式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年10月 社址迁至海淀区翠微

路2号院。

◉1985年7月 受教育部委托，编写全

国小学音乐教育“统编教材”及教学参考

书。此版音乐教材的出版是我国音乐教育

史上的一次革新，为推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

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989年1月 音乐专业期刊《中国音

乐教育》创刊号出版。

◉1995年3月 人音社副牌社华乐出版

社正式成立，主要出版民乐、舞蹈、戏曲、曲

艺等相关出版物。

◉1996年 人音社获批独立出版音乐

艺术类音像制品，音像出版形成完整链条。

1月 音乐专业期刊《钢琴艺术》创刊号出版。

◉2001年 人音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试验教科书·音乐》正式出版发行。

◉2002年4月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人

民音乐出版社作为集团成员单位；后成为集

团上市企业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子

公司。

◉2004年 人音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实验教科书·音乐》通过教育部审定。

◉2007年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

成立副牌社人民音乐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8年8月 社址迁入东城区朝阳门

内大街甲55号。

◉2011年1月，转企改制正式完成，名

称变更为“人民音乐出版社有限公司”。《歌

唱艺术》创刊，由理论、教育、器乐、声乐组成

的期刊方阵搭建完成。3月，人音社荣获第

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2012年 人音版《义务教育教科书·

音乐》出版发行。同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上

海）有限公司正式运营。

◉2014年10月 人音社成立60周年暨

繁荣中华音乐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2015年8月，主题音乐会“长城交响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举

行。8月，在京成功举办“历史的回声”抗战

歌曲音乐会暨《抗战歌选 (1931—1945)》首

发式。

◉2017年6月，《嘹亮军歌——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优秀歌曲集》正式出

版。8月，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上市。作为其子公司，人音社不断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内部治理结构更加规范，企业管

理水平明显提升。9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联合主办“拥护

《国歌法》实施暨国歌出版发布会”。《国歌

法》所附国歌旋律曲谱由人音社绘制。

◉2018年11月，在第四届中国出版政

府奖评选中，人音社再次荣获先进出版单

位奖。12月，由人音社承办的首届“国家音

乐产业优秀项目奖励计划”入选项目正式

发布。

◉2019年7月，人音版《普通高中教科

书·音乐》系列教材通过教育部审定。12月，

承接中宣部“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相关子项工程建设任务。“新时代军乐之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典礼

阅兵曲音乐会”在京举办。系列总谱与CD

专辑出版发布与珍藏签名仪式在音乐会前

举行。

◉2021年4月，推出主题出版物《初心

与恒心——中国共产党百年合唱作品精

粹》，并举办“初心与恒心”专场音乐会、线上

合唱展演等系列活动。6月，《中国共产党历

史歌典——歌声中的百年风华》出版。

◉2022年5月，《共青团之歌——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百年合唱作品精粹》推出。

◉2023年3月，“中国原创音乐作品数

字出版平台”上线试运营。4月，全社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启动。5月，在京举办运营发布会，融

合发展项目“人音教育钢琴教室”正式推出。

◉2024年6月，《领航——庆祝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优秀

歌曲选》出版。7月，人音版《义务教育教科

书·艺术·音乐》《义务教育教科书·艺术·舞

蹈/影视/戏剧》系列教材通过教育部内容审

定。11月，“传承专业出版文脉 弘扬中华音

乐文化——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建70周年座

谈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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