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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

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

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图书出版产

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2011 年总产值达到 644.4

亿元，实现增加值 225.3 亿元。然而，在图书出版业

大发展的背后，我们发现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美

国出版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02—2008 年，整个

行业年销售收入仅仅增加了 1.6 个百分点，而利润则

普遍缩水；小林一博（2004）[1] 发现从 20 世纪末开

始，日本图书出版市场出现出书过滥，退货堆积如

山，发展停滞的“出版大崩溃”局面；周蔚华（2002）、

巢峰（2005）[2] 和李智慧（2011）[3] 对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图书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图书生

产量持续上升，但定价水平、销售增长率不断下降，

财务成本和库存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利润越来越薄

的“滞涨局面”。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新文化消

费习惯的形成，拓宽了图书出版产业链的边界，产

业外的企业纷纷参与、甚至主导着图书出版新产品

的生产与经营。产业内企业经营策略失误，或许是

引致产业困境的因素，但是，企业经营战略不能适

应产业链的演化，可能是影响产业发展更重要的因

素。国内外学者对图书出版产业链演化与企业经营

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1 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对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的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移动数据传播

技术的成熟和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对图书的创

作和传播都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1.1 互联网发展和计算机普及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图书出版产业的影响，有

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布莱克曼（Blackman，2004）[4]

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从宏

观层面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媒体行业带来的

影响；而周蔚华（2002）[5] 从具体操作模式上来探

讨了网络出版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克（Keh，1998）[6] 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作

家的写作方式、编辑技术、印刷技术产生根本性影

响，也使人们对印刷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对产品的

传递方式和途径也带来变革。对于给出版业生产销

售带来的影响，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写作和编辑方式上，戈麦斯（Gomez，2011）[7] 发

现互联网实现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式写作；在

出版方式上，莫里斯·罗森塔尔（2009）[8] 认为互

联网能够使作者跳出出版商的约束，实现自主出版；

在图书传播途径上，丹尼尔斯（Daniels，2006）[9] 认

为互联网缩短了出版商和顾客的距离，实现了数

字传输或者网络书店卖书，对于图书发行产生了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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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性的影响。

1.2 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发展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

电子书和手机阅读是对传统纸质阅读发起挑战

的新文化消费方式。冈特（Gunter，2005）[10] 对香港

图书市场，克拉克和菲力普（Clark&Phillips，2008）[11]

对英国图书市场进行研究，发现电子书以其阅读的便

利性成为一种新型图书文化消费方式，并日趋流行。

国内学者肖洋和张志强（2011）[12] 分析了包括亚马逊

的 Kindle 等电子书在国内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态势和

运营模式。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电子书市场在国内

外基本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文化消费业态，并已经

形成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但是主导发展的是电子设备

生产企业。智能手机的出现，解决了人们“碎片化”时

间阅读问题，手机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佩帕

德和瑞蓝德（Peppard & Rylander，2006）[13]、夏光富

和刘应海 [14] 等学者们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手机文化消

费热潮，剖析了其商业模式，并从图书出版企业角

度，分析其如何通过手机新闻和文学故事制作的方

式，广泛地参与到手机文化价值创造的分配网络里。

互联网阅读、电子书和手机阅读的流行，使图

书文化传播突破了纸质媒介的限制，向全媒介传播

方式发展，不断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长尾需求

（Rubinson，2008）。图书文化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的传播，加上多功能的阅读终端日益丰富，使图

书的出版内容和销售网络出现媒介融合态势，拓宽

了图书出版产业的价值创造领域 (尹章池和郭慧，

2009)。在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图书消费新模式日趋

成熟，依靠政策呵护形成垄断优势而成长起来的图

书出版业面临着产业链的演化，其产品特性和盈利

模式相应发生改变。产业内相关主体应该采取相应

措施，应对产业链演化。

2 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措施

面对产业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国内外很

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的转型问题。

2.1 构建出版内容品牌优势

在图书出版产业演化过程中，依托现有优势，进

行产业的有效拓展，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不论传播

媒介多元化如何发展，图书文化传播的内容却是同一

的，所以图书出版产业在演化过程中，应该以“图书内

容”为依托，推出强品牌产品，从而拓宽以品牌为基

础的盈利模式。安索黎，罗伊尔和约翰逊（Anthoney、

Royle & Johnson，2000）[15] 研究英国的儿童出版物市

场，发现图书品牌能够有效实现产品的多媒介传播。

而“内容”的质量是品牌的基础，提升写作质量是

提升品牌最好的方法，里克斯（Rix，2007）[16] 认为

出版商可以通过聘用自由作家和校稿者来提高出版

内容的质量，从而提升品牌影响力。而新的编辑方

式的出现，也创新了“内容”写作方式，王干（2010）
[17] 认为网络文学所形成的互动式文学创作方式，使

文学作品平民化、自由化、开放化、交互化，使文

化内容更能适应市场需求，从而提升出版单位的品

牌影响力。

2.2 大力发展数字出版

优化文化内容的质量后，面对着多媒介化的需求，

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必不可缺，刘和饶（Liu & Rao，

2005）[18] 研究表明数字化印刷技术的实现可以使出版

商生产媒介多元化的图书产品。田和马丁（Tian &

Martin，2009）[19] 认为数字出版时代对图书出版企业

带来了内容制作、物流方式、内部管理、营销策略等

方面的影响，便利了出版商的服务方式，创新了图书

出版的商业模式。针对数字化技术的挑战，学者们从

不同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刘灿姣和黄立雄（2009）[20]

从商业模式上，提出传统图书出版企业应该通过内容

整合、渠道整合、技术整合和资本整合等方式，来促

进数字出版的发展。具体到发展措施，左健和孙辉

（2010）[21] 认为图书出版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数字集

成技术，打造出版商的数字图书馆，为数字出版提供

统一规范的数据源。在发行模式上，金雪涛和唐娟

（2011）[22] 认为数字出版应根据消费需要，采用电子书、

数据库、在线教育多种产品形式，实现图书的数字传

播。当然，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不但有利于新媒介

传播，同时对传统纸质出版也带来了创新，可以实现

作者的自主出版（Tian 等，2009），还是可以实现按

需出版（Milliot 等，2010；金雪涛等，2011）。

2.3 促进传播媒介的融合

图书出版传播媒介的融合，是产业发展新的方

向。很多学者分别从互联网产业、电子设备产业和

电信产业的角度来探讨媒介融合与图书产品对接的问

题：刘阳和周澎民（2010）[23] 探讨互联网运营商主导

下，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进行文化创作和传播的商业

模式；任殿顺（2010）[24] 探讨电子书这一新媒介产

品，在电子设备生产商主导下，内容提供商、内容集

成商、虚拟运营商、电信运营商和硬件制造商之间的

功能定位和协同机制；巴恩斯（Barnes，2002）[25] 从

手机运营商的角度，分析文学出版、新闻如何参与到手

机商业链的价值分配当中；张新香、胡立君（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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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信运营商的角度，探讨其在开展数据业务过程中，

拓宽图书传播方式的意义。无论哪个产业在主导着新媒

介对文化的传播，吴利华、张宗扬和顾金亮（2011）[27]

认为，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的图书出版应该利用多媒介

传播的发展，突破自身路径依赖，在上游增强与电信

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等产业的融合，在下游增强与

电子设备制造商，以及娱乐业、旅游业等其产业协同，

拓宽自身产业链，把价值链拓展到更多的销售渠道和

更多的产品形式中来，促进产业升级。

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文

化消费出现了媒介多元化趋势，这也使图书出版产

业传统经营的领域受到其他产业的侵蚀，图书出版

产业应该明确这些因素给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威

胁，依托自身的优势，主导产业链演化方向。我国

图书出版业有着不错的内容资源和基础优势，但在

其他产业主导的新媒介传播上，存在着资源渠道共

享的劣势（吴楣，2007）；产业应该整合市场拓展、

媒介多元化和传统产业链三个维度（程肖芬和于航，

2009）；在加强内容品质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的成功

模式，按照教育类、大众类和专业类三个方向来构

建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史海娜，2008），把价值链

拓展到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更多的产品形式中。这样，

从根本上说，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应该转变增长方式，

成为精品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并进行数字化和信息

化建设，在适应新的文化需求转变的同时，重构产

业链和价值链（陈昕，2008）[28]。

3 产业链演化下图书出版企业经营模式的探讨

显然，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给

产业内企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面临着文化

产业发展的大机遇，学者们更多地是探讨产业内企

业的融资便利（曾凡斌等，2010），以及融合后如何

使用资金的问题，如进行资本运营（何志勇等，2010；

殷宁，2010；陈邦武，2010），甚至多元化扩张等行

为（王谷香等，2011）。已有的研究表明，产业发展

的外围环境变化，给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杨桂

丽和王相林（2008）[29] 指出，我国图书出版企业更

应该站在产业发展的高度，从产业链整合的角度，把

产业价值创造环节模块化，然后对某一价值链环节

进行投资，而不走纵向整合道路。有学者研究了图

书出版企业基于传统产业价值链环节的投资，宫本

和惠特克（Miyamoto & Whittaker，2005）[30] 研究发

现，在日本掌握着渠道控制权的图书批发商利用其

垄断优势，成为产业链主体，通过关联持股，进行产

业链整合，控制着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李春成和朱丹

红（2010）[31] 借鉴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出版批发商主

导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国出版企业产业链整合提出

相关建议。不过，方卿（2007）[32] 认为我国对出版发

行领域的有限管制，并不能使各种资本依靠市场的

逻辑，对传统图书出版产业链进行价值整合。然而，

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习惯的形成，拓展了图

书出版产业链的空间，梁智勇（2009）[33] 指出，图

书出版产业外的内容供应商、网络运营商、电子产

品制造商和电信运营商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绕过

了行业管制壁垒，间接地进入到产业内，创新着产

品消费模式，并利用各种方式分享着产业利润。在

此背景下，有学者探索性地研究了图书出版企业基

于新产业链框架下的产业价值创造环节模块化的投

资模式：王冰（2011）[34] 利用我国图书出版类上市

公司数据，探索性地分析了新图书出版产业链每一

环节的途径链价值创造能力，发现编辑、发行和衍

生产品环节是最能够创造利润的产业环节；然而盛

虎等（2012）[35] 的研究发现，我国图书出版企业在

传统产业链下的产业环节投资仍是主流，而在新媒

介领域的投资只有比较少的企业进行探索，并且没

有形成实际产能，很少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创造。在

产业管制进一步放开的背景下，在产业外企业主导

产业新产品开发的模式下，我国图书出版企业更应

该站在演化后的产业链高度，分析产业价值环节，构

建新的投资战略，布局关键性资产，成为产业链演

化的领导者。

4 总 结

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文

化消费出现媒介多元化趋势，外围环境的变化给图

书出版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其产业链发生了演

化。产业相关主体应该从提升品牌影响力、发展数

字出版及多媒介传播等方面，把握产业链的演化方

向，成为产业价值创造的主导者。图书出版企业作

为产业发展主体，应该利用产业链演化带来的机遇，

立足“文化内容制造商”角色，站在产业链的高度，

挖掘产业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摆脱原有全产业链

投资模式。基于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优势，重新构建

自身的投资战略，形成有竞争力的资产，在为产业

的发展注入创新内生动力的同时，自身也获得更多

的价值创造，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

荣贡献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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