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文从技术与内容的关系 !产品与需求的关系 !传统

内容资源与数字内容资源的关系 !内容提供商与平台运营商的关

系, 以及传统出版产业数字化升级与数字出版新业态的关系五个

方面分析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 并从中概括出数

字出版业不同于传统出版的特征 "

关键词 数字出版 传统出版 技术 产业

由于数字技术的影响 , 数字出版具有许多与传统出版完全不同

的产业特性 "这些不 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出版物 的载体与产品形态上 ,

而且还体现在产业 的经营与运作层面上 " 了解 和把握 其产业特 性

是 促进数字 出版产业 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 本文 拟从数 字出版

产业发展中若 干重大关系的分析 切人 , 揭示数字出版不 同于传统 出

版 的一些重要特 征 , 以服务于我国数字 出版产业的科学发展 "

! 技 术 .j内容的关系

在数 字出版产业中, 技术与内容的关系是涉及数字 出版本质的

一对关系" 只有正确理 解和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 才 能科 学谋划和

有效开展数字出版业务, 避 免盲动 "从目前的情况看 , 不少出版企业

模糊 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 要么一味地 强调 技术的作用 , 如不少出

版社纷纷 设立数字 出版部 , 投人 重金盲 目搭 建数字 出版平台. 要么

一味地 强调 内容的重要性 , 如一 些出版社认 为 自己拥 有作者授权的

独特内容 , 不担心找不到与技术提供商或平台商合作的机会 "事 实

上 , 上 述现象均是源于对技术与内容关系的误读 "

那么 , 技术与内容之 间到底是什么关 系呢? 数字 出版的实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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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是 什 么呢? 是 技术 ? 是 内容? 或 者两 者 都

是?

我 们认 为 , 技 术与 内容 是数 字 出版 的两

个基 本要件 " 其 中, 内容是 数字 出版的本质 ,

技术 则是 数 字 出版 的手段 , 用 /内容为体 !技

术为 用 0 来描 述 两者 之 间的关 系较 为妥 帖 "

所谓 /内容为体 0, 强调的是数字出版的本质

是对 内容 的选择 !对 内容 的编辑 加工和 对 内

容 的 传播 , 离开 了内容 也就 没有 了所 谓 的数

字 出版 " / 技术 为用 0 表 明数 字 技 术是 服 务

于 内容选 择 !编 辑加 工 和传 播 的 , 数 字 技 术

的特征 或属性进而也 就决定了数 字出版中内

容选 择 !编 辑加工和传播的方式与方 法 "

从 内容 与技 术 之 间的 这 种 体用 关 系 出

发 , 我 们可 以将 数 字 出版 定 义为 : 基于 数 字

技术 的 内容 选择 !编辑 加工与传播 活 动 " 基

于对 技术 与内容之 间关系的 这种 解读 , 我们

认 为在数 字 出版中真正应该 强调的是在 内容

的选 择 !编 辑加工与传播 活动 中如何 有 效地

利用现代 数字 技 术 , 以提升 出版 的质量 与效

率 , 而 不是追 求搭 建数 字 出版平 台或 所谓 流

程 的 数 字 化 " 发 达 国家 的数 字 出版 业 务主

要 是 通 过提 升 传 统 出版的 数字 技 术含 量 来

实 现 的 " 例 如 , 专 业 出版商励 得 "爱 思 维 尔

利用数据 库技 术组 建起 包 括 30 万名高级 学

者 的审 稿人 团队 , 实现 对 出版内容 的选择 与

评审 " 又如 , 开放存取 出版商 P L O S 基 于传

统 同行 评审 的弊 端 , 推 出了基 于 网络 的开 放

同行 评审制度 .借 助引用跟踪 技术实 现对 论

文 影 响力的科 学 评价 " 再如 , 不少 开放存 取

出版商运 用文 本比对 技术 , 开发反剿 窃工具 ,

应用于 出版 内容评审 , 等 等 "

技 术与 内容 的这 种体用关 系表 明 , 技 术

是服务 于 内容 的选 择 !编 辑加 工与传 播活 动

的 " 传 统 出版 中任 何 环 节 的数 字 化 均 是 数

字 出版 的应 有之义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为技 术

而技术是对 数字 出版产业 发展中内容 与技 术

关系的误读 "

产品 -于;希求 的关系

产 品与需 求的 关系 , 在 营销学 中已有 清

晰的界 定 , 即产 品是为 满足 用户需求 而被 生

产 的 "产品对于 需求的满足既体现在需 求的

价值取 向方 面 , 也体 现在 需求 的特征 与属 性

方面 " 也 就是说 , 有什么样 的需 求就 应该 有

什么样 的产品 "

在传 统 技术 背景下 , 出版商通 过 生 产 图

书 !期刊 等纸 质 出版 物产 品以满足读 者 的 阅

读 需求 "这 就充分体现 了传 统技术背 景下 出

版 产 品 与阅读 需 求 线 性结 构 的一 致性 关联

关系 , 即 以线性 结 构 的图书 !期刊 产品(主 要

是指其 中的论文 ) 来满足读者 的线性 化结 构

需 求 "

数 字技 术 的兴起 与普及 , 在 改变 用户 阅

读 需求 的同时 , 也 改变了出版物产 品的形态 "

当前 , 关于数 字环 境 下用户 阅读 需求 以及 数

字 出版 产 品 形态 的研 究 虽然 受 到 了广泛 关

注 , 但是 , 在数 字 出版产 业实践 中 , 对 这 两者

关系 的处 理 却仍 然 存 在 较大 偏差 " 这 种 偏

差 突出地 表现 为 , 大多数 出版 企业仍 然基 于

传 统 出版产业 中的产品 与需求 关 系 , 开展 数

字 出版 业务 , 即以数 字媒 体 , 如 电子 书 , 生 产

与提供 出版 产品 "其所 谓数 字出版 活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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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表 现为 出版载体形态 的变化 , 而不是 出版

产 品内容结 构形态的改变 " 这种形态的所 谓

数 字 出版产品显然仍 然只能满足用户线性 结

构 的阅读 需求 , 而难 以有 效满足 新技术条 件

下用户的非线性结构需 求 "

发达 国家一些知名的专业 出版商在 基于

阅读 需求变化开发新的数字 出版产品方面走

在 了我们 前面 " 例 如 , 励 得 , 爱 思 维尔 采用

语义 网技术 开发的 R ef lec t , 可以实现论文中

科 学术 语 的 自动标 注 , 展 示多个生命 科学 领

域 数 据库 的 内容资 源 " 在 5细胞 6 杂 志 中嵌

人 R ef lec t, 金字塔式的结 构可使读者根据 自

己的兴趣点和理解程度一直点击下去 , 获取

越 来越 详细的 相关 内容 资源 , 甚至包括 音频

视 频资源 , 实现非结 构化 阅读 "川不仅如 此 ,

爱 思维 尔还将谷 歌地 图引人在线 期刊库 , 实

现学 术论文的可视化 , 提 升作者 !读者与内容

的互动 性 " 显 然 , 这些在 线解 决方案 和产 品

完全不 同于传统 的图书 !期刊或数据 库产品 ,

它们对 出版 内容 资源进行 了有 效的结 构化处

理 , 可 以满足传统 出版 产品无 法实现 的非线

性阅读需 求 "

可见 , 在数字 出版 产业 发展中 , 产 品的开

发需要更 多地考虑用户阅读 的非线性 需求特

征 , 而不仅仅是产 品载体形态的变化 "

:. ! 传 统 内容 资 源 与数 字 内容资 源

的 关系

在 / 内容 与技术 0 的关 系中, 我们 强调 了

/ 内容 是数 字 出版 的本质 0 " 但是 , 不 同技 术

背景下 , 出版 内容 的组 织与表 现形 态也是 完

全不同的"出版 内容资源的组织与表现形态 ,

只有与当时的技术性能相吻合 , 其价值才能

得到有效体现 "如果 不能充分利用先 进的技

术手段 , 对 内容资 源实现 深度 加工与 有效 呈

现 , 再 好的 内容 资源也难 以有 效 发挥 其应 有

价值 "

基 于这一认识 , 我们 有必 要对 出版 内容

资源 从技术视 角作一个 区隔 , 也 就是 对所 谓

/传 统 内容资 源与数 字 内容 资源 0 的关 系 问

题 作一 个厘 清 " 未通 过现 代 数 字 技 术实 现

拆分 !标引 , 不能实现按用户需 求进行 重组的

非结 构化 文本 !图片 !音 频 !视 频资 源属于 传

统 内容 资源 ; 相 反 , 借助 现代 数 字 技 术实 现

拆分 !标引 , 可以按用户需 求进行重 组 的结 构

化文 本 !图片 !音频 !视频 资源则 属于 数 字内

容资源 "若 以这一标 准衡 量 , 当前我 国大 多

数 出版 企 业 所拥 有 的出版 内容 资 源基 本 都

属于前者 , 真正实现 了结 构化 处 理 的 数字 内

容 资源 相对 有限 "

我国出版界对传统 内容 资源与数 字内容

资源 之间的关 系存在一定的误解 " 不少传统

出版企业盲目认为自身在发展数字出版产业

中拥有显著 的资源优势 "虽 然我们并不否认

这 些传统 出版企业在长期的出版 实践活动 中

积 累 了丰富的出版 内容 资源 , 即 由于 专有 出

版 权所获得 的 内容 资源 , 而且 这 些 内容资源

大 多都 是以电子文档 的方 式保存在 出版企 业

的数据 库 中" 但 是 , 这些 所 谓 的内容资 源大

多 并没有进 行结 构化 处理 , 尚不能 实现 基于

用户需 求偏好 的重 组 , 不 能形成 满足 用户非

线 性结 构需求 的出版 产品 , 无法提 供 个性 化

数 字 出版 服务 " 从这个 意义上 讲 , 传 统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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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的这 些 传 统 内容 资源就 好 比工业 原 材

料 , 而非 能够 直接 满足用户个 性化 需 求的工

业 产 品" 这 种所 谓 的 资源优 势 如 果 不借 助

数 字 技术 实现深 加工 , 传 统 出版 向数 字 出版

的转 型也仅仅只是一 个梦想 "

基于这一判断 , 我们认 为 , 传统 出版企 业

从事 数字 出版的切人点不应该是盲 目强调出

版流程 的数 字化 , 而应该是 强调资源 的数 字

化 , 正确理解 两类不同内容 资源的关系 , 基于

自身的 目标 市场 , 选 择 相应学 科领 域对 享 有

专有 出版 权 的 传统 内容 资 源进 行 结 构 化 处

理 , 将传 统 内容资源 转化为可 以直接 满足 用

户需求 的数字 内容资源 "

四 ! 内容提供商与平台运营商的关系

粗略地划分 , 传统出版产业大致包括出

版物 内容 与形式的生 产和出版物 发行两大环

节 , 分 别由出版商 和发行 商来 执行 这两 个方

面 的工作 " 应该 说 , 数 字 出版大 致也可 以这

样来 理 解 " 但 是 , 数字 技 术的使 用也在一定

程度 上重组 了出版 的作业 流程 " 在数 字出版

活 动 中, 具有 强大 技术优 势 的平台商发挥 着

越 来越 重要 的 作用 , 它一方 面为 出版 商提 供

强有力 的 技术 支持 , 另一 方面 更是 高度 介人

甚至接管 了传统发行 商负责的数字 出版物发

行业务 " 众所周知的亚马逊 就是一个典 型的

例 子" 在传 统 出版 产业 中, 出版 商 与发行 商

之 间的关系原本就存在所 谓 / 中心0 与 /龙头0

之争 " 在 数 字 出版 产业 发展 中 , 内容 提供 商

与平 台运 营商 的关 系就更 为复 杂 " 因此 , 科

学 处 理 内容 提 供 商与 平 台运 营商 的 关系 就

成 为发展数字 出版 产业面临 的重大 问题 "

与传统 发 行商所 面临 的物理环 境 不 同 ,

数 字 技 术 给平 台商提 供 的网络 环境 易于 造

就 /赢者 通吃 0 的经营格局 " 也就 是说 , 在 数

字 出版产 业 发展 中, 不仅 广 大中小发 行 商 难

以生存 , 而且大 多数 内容提 供商 均需 依托 少

数 大 型平 台商 发展 数 字出版 业务 " 因此 , 对

于大 型平台商在 未来数字 出版 产业 发展 中的

突出地位 , 广大 出版商必 须有着清醒 的认识 "

出版商 , 特别是广大中小出版商 , 与其各 自为

政 , 自建分 销平台 , 倒不如聚 焦于内容 的深度

开发 , 以特 色内容来提升与平 台商议价 的能力

(当然 , 这并不排斥大 型专业 出版商 自建分销

平 台 , 针对 相 对 集 中的目标市 场开展 发 行业

务) "这是科学处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内

容提 供商与平 台运 营商关系的基 础 " 在这样

一种 关系 架构 中 , 内容提 供 商与平 台商 应该

准确 定位各 自的功能 与角 色 , 不宜再 纠缠 所

谓的产业 发展的 /主导权 0 /话语权 0 问题 "

在 我国数 字 出版产业 发展实 践 中, 广大

中小型 出版社 应该 及 时转变 思路 , 不 是与大

型平 台商 角逐于分 销 市场 , 而 是应该 朝 着数

字 内容 提 供商 的方 向发展 , 立足于 出版 内容

资源 的深 加工 或精加 工 , 形成有 特色 的 内容

资源或数 字产品 "

互 ! 传统 出版 产 业数 字 化 升级 与数

字 出版 新业态的关 系

从产业 范畴 看 , 数字 出版 大致包 括两 大

部 分 : 一 是 传统 出版 产业数 字 化升 级 , 如 电

子 书 出版 !数 据库 出版 !开放存取 出版等 ; 二

B IA N JIX U E K 人N 1 7



是 数字 出版 新业 态 , 如网络文学 !网络动漫 !

网络游戏 !网络广告 等 " 其中, 前者是运 用新

技术 对传 统 出版进 行 的改 造 , 其发展 有利于

促进 传 统 出版产业 的升级转 型 , 提升 传统 出

版业 的服务水平; 而后 者则是新技 术导致 的

出版范 畴 的拓展 , 它 的发展有 利于开 拓新的

出版 领 域 , 形 成新 的出版 增 长点 " 可 见 , 在

数字 出版 产业 发展中 , 两者 同等重要 , 不 可偏

废 "

发 达 国家 在数 字 出版 产业 发展 中, 数 字

化升级 和发展 新业态 均受 到了应 有的重 视 "

其中 , 发展 数字 出版 新业 态主要 由大 型传媒

集 团 , 如 时代 华纳 , 或 IT 企 业 , 如苹 果 来操

作; 而传统 出版 业的数 字化升级 则主要是 由

传统 出版商来负责 实施 " 励得 .爱思 维尔集

团 20 10 年总 收 人 20 .26 亿英 镑 , 其 中 61 %

来 自数字资源 , 特别是在科 技出版 方面 , 收入

的 86 % 来 自数字资源 ;威 利集团数字 出版 占

总收人 4 0 % 以上 "[21

然而 , 在我 国数 字 出版产业 发展实践 中,

这 两者 关 系的处 理 却并不尽 如人 意" 其 中,

传统 出版的数 字化升级远没有受到应 有的重

视 " 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 院发布 的((2 0 11一20 12

中国数 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6 显示 ,[3l 20 11 年

国 内数字 出版产业 整体 收入 规模达 137 7.88

亿元 , 比 201 0 年整体 收人增 长了 31% "光鲜

的数 字却掩盖不 了我国数字 出版产业结构严

重失衡 的事 实 " 与传统 出版 直接相关的互联

网期 刊 !数字 报纸 和 电子 图书(剔 除电子 阅读

器 收人) 三 者的收入 之 和不过 区区 28 .3 4 亿

元 , 仅 占当年数字出版产业 整体收人 的大约 2

个百分点 " 上述 数字表 明, 在网络游戏 !互联

网广告和 手机 出版(含手机 彩铃 !铃音 !手机游

戏) 等数字出版新业态高速发展的同时 , 传统

出版的数字化升级 却步履 跳姗 "从 这个意义

上看 , 说我国没有处理好传统 出版产业数字 化

升级与数字出版新业态的关系恐不为过 "

显然 , 在我 国未来 的数 字 出版 产业 发展

实践 中, 处 理 好传 统 出版 产业数 字化 升级与

数字 出版 新业 态 之 间的 关系 应该 引起 业界

的足够重视 " 只有及时修复传统 出版产业数

字 化升级 这 块 /短板 0 , 我国数 字 出版 产业才

能获得健 康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512 &

0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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