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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项目的构建
郭 欣     

南京大学出版社，210093，南京

近几年，国内数字出版在内容、平台、渠道、

技术、终端五大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

猛；数字报纸、数字学术期刊、数字图书和互联

网文学、游戏动漫出版等均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

头。数字出版业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已成为行业

的共识。在出版转型期，如何在数字出版方面有

所作为，是很多出版社都在积极思考和努力实践

的问题。

2010—201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
“南大社”）连续 3年都有数字出版项目获得江苏省
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资助，2012年有两个数字出版
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在数

字出版项目的构建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将

根据大学出版社普遍存在的共同特点，结合南大

社的实践经验，谈一谈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项目

的构建模式、盈利模式等。

1 内容资源立足母体高校

北京兆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宁说过：“数

字出版对于出版社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内

容资源是什么？你的内容资源适应什么样的用户

群体？这些用户群体会倾向于如何获取你的内容

资源？用户群体获取你的内容资源作什么用？把

这 4个问题考虑清楚，再开始我们的数字出版吧。”
对大学出版社来说，最大的资源优势就是其所依

托的母体高校的资源。但是，大学出版社恐怕未

必对自己母体高校的重点学科、优势资源掌握得

一清二楚。近十年来，国家对高校教育科研的

投入越来越多，增长的幅度越来越大。教育部于

200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的若干意见》，大力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计划”；2004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了“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加大投入力度，“十一五”期

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经费从每年几千万元迅

速增长到 4亿元；2011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
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
年）》。相应的，各个高校的学科发展日新月异，科

研项目也快速增加，集聚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因

此，大学出版社要重新认识所在的母校，要深入了

解所在高校的重点学科、优势资源，及时掌握学校

的科研动向，争取首先获得学校的数字出版资源。

南大社“大学素质教育全媒体出版平台”、“民国文

献数据库在线平台”、“基于CSSCI数据库的人文
社科学术评价与分析服务（数字出版）平台”等数

字化出版项目，就是深入南京大学院系，整合院系

的数字出版资源所构建的项目。有资源才能谈未

来。这些项目为南大社介入数字出版领域提供了

良好的开端。

2 项目资源有所遴选

有些高校，尤其是被列入“211工程”的重点院
校，科研项目很多。大学出版社一方面要以守土有

责的心态积极争取本校的项目资源，另一方面，也

要有所遴选。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用来构建数

字出版项目。有了内容资源，还要思考“你的内容

资源适应什么样的用户群体？”因此，要根据现有

的内容资源，去做市场调研，去考察什么样的用户

群体需要这些资源，或者说需要建立在这些资源基

础之上的产品。

高校的很多科研项目强调数据性、理论性、科

学性强，但是未必能转化成具有实用性、盈利性，

能够形成产业的数字出版项目。因此，大学出版

社要从出版的角度，对此做出遴选，而不是全盘拿

来。即使是已经选中的项目，也要提前介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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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在院系进行科研的基础上，从出版角度提出

意见和建议，以免其最终完全偏离出版的轨道。这

也就是南大社左健社长在构建数字出版项目时提

出的，科研项目要做到“一鱼两吃”：院系做出的是

科研成果，而出版社是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的

数字出版项目，两者虽然密切关联，但从最终目的

来说，存在本质的不同。

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遴选院系的科研项

目呢？南大社的标准是：内容的创新性（或权威

性）、载体的科技性、产品的产业性。在内容上要

求有所创新，如果是数据库类，数据要尽量齐全

和有权威性，尽量选择学校的优势学科，以形成

内容上最优质、最权威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载体
的科技性，是指数字出版项目的构建中，所涉及

的技术问题，如资源支撑下的动态出版技术、需

求采集与分析技术、数据库管理技术、内容资源

安全技术、多出版形态同步生成技术等，要有科

技支撑。最后是产品的产业性，也就是数字出版

项目构建后，能不能形成产业链，能不能盈利的

问题。现在很多数字出版项目，往往就是构建一

个数据库或者网络平台，构建完成之后怎么运作，

谁来用它，如何盈利？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产业性也是考察科研项目能否用来构建数

字出版项目的重要标准。

3 积极争取资金支持

关于构建数字出版项目的资金来源，出版社

投资是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在当前国家大力支持

高校科研、支持数字出版的良好形势下，非常有利

于大学社向院系和有关部门争取资金支持。

一方面，大学出版社与生俱来的办社宗旨就

是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但是同时，大学社也

要向学校的教学科研争取支持。出版社构建的数

字出版项目，既是学校科研成果的一部分，也因其

是一项产品而具有产业性，有盈利的前景。院系

和出版社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和前景；因

此，在前期的投资上，也就有合作投资的可能。大

学出版社要积极争取这种可能。

另一方面，除了行业自身的努力外，我国数

字出版业的高速发展还得益于政府部门的大力

支持，政府部门对数字出版的大力支持也有目

共睹。2006年，国家先后公布了国家“十一五”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文化

发展规划纲要，都把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化的

出版、印制和发展新媒体列入科技创新的重点。

2009—2011年，政府又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等一系列促进数字出版发展的积极政策和

措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互联网文化产

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数字出版业的发展是

大势所趋。目前，从国家到地方，都有支持产业

发展，尤其是数字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产业引导

资金，大学出版社要积极申报，与国家的政策共

舞，争取得到政策的支持。

在争取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等政策支持时，在

数字出版项目的构建，或者说在申报材料的准备

上，要能够切中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比如，出版

产业的定位问题，如在云技术支撑下的内容服务

业（数据库集群）、在资源投放系统支撑下的内容

提供业（运营）、在协同机制支撑下的内容生产业

（产品集成）、在同步系统支撑下的产品生产线（规

模制造）、在规模资源支撑下的产品生产线（专业

编辑）、在主题阅读需求下市场的细分、小众出版

向专业服务的转型（知识、能力、素质）等；以及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链的融合等问题。在构建

数字出版项目时，要做好规划，把项目的定位、核

心竞争力、产业链等问题规划清晰，并在申报材料

中明确地表达。这样，才能尽可能争取到政策上

的资金支持。

4 探索特色商业模式

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数字出版的一大瓶颈

就是商业模式，或者说是盈利模式问题。大学出

版社背靠高校，有比较突出的专业学科背景，作

者群和读者群也相对集中。因此，基于高校内容

资源基础上的数字出版项目，其用户群体大致可

以分为学生、专业学者，以及一般读者 3个大类。
数字出版项目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内容、获取方

式、获取群体这 3个关键点上。
大学出版社可以从已有的内容出发，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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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和利益平衡问题研究

*

王 欢 妮
中国传媒大学，100024，北京

摘 要  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新媒体的诞生，对
出版业形成了挑战，数字技术导致版权管理失控，

引发各方利益失衡。在数字出版领域，需要平衡

的利益关系比传统出版复杂，因此，要健康发展数

字出版产业，需要厘清各种利益关系，合理平衡各

方利益。其一，区别对待不同著作权人的利益诉

求；其二，数字出版企业要建立与著作权人和用户

双赢的关系；其三，尊重公众接近使用信息产品的

基本权益。

关键词  数字出版；版权保护；利益平衡

*本文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编辑

出版研究中心课题“当前条件下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研

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法 制 厅

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合力推动

下，社会各行业纷纷迈上了数字化的进程，出版业

搭载着数字化这趟新潮的列车，也步入了迅猛发

展的快车道。据统计，2011年，我国数字出版连
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全年收入规模达 1 377.88
亿元。[1]由此可见，数字出版快速发展的趋势已

不可阻挡。面对良好的发展态势，我国《数字出版

十二五规划》更是明确指出：数字出版“已经成为

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新兴产业和出版业发展的主要

方向，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了顺应数字出版潮流，中央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地方政府也纷纷集中各种力量，大力推进数

字出版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在各方努力下，数字出版产品形态日益丰富，

判断潜在的用户群体。比如，南大社的“民国文

献数据库在线平台”，是先有内容，根据内容判断

其潜在的用户群体是研究民国史的学生、专家学

者等，然后构建的数据库项目。也可以从用户群

体出发，通过市场调研，分析判断他们的需求，然

后寻找内容，构建项目。比如，南大社的“云课

程”项目。所谓“云课程”是指依托校园网络的环

境，采用云计算的方式，基于南大社已立项的“教

育云”技术平台实施教学与管理的课程。根据高

校教学现状调研，发现大部分高校的通识类课程

因受到授课时间地点、教师师资力量、听课人数

等条件的限制，课程数量不足；选课限于部分学

生，课程受众面远远不够，很多优秀的资源也得

不到合理利用。同时，有开发潜力的新课程也因

上述制约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和开发。在这一背

景下，2011年起，南大社设立了“云课程”项目，
通过互联网云平台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学

校、跨地域的共建与共享，从而解决文化艺术类

课程师资不足、分布不均的问题，满足高校师生

开展素质教育的需求。

总之，大学出版社在构建数字出版项目时，要

立足本校的优势内容，提前介入，清晰定位用户群

体，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从而建立有自身特色

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