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蹄声乱，究竟是谁家天下
———中国旅游图书市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张　军

　　在中国的零售图书市场中，旅游图

书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大约只占全国零

售图书市场的０．５个百分点，整个市场

的盘子在两个亿左右。我们这里所指的

旅游图书包括旅游指南、旅游文化、导

游用书三个类别，由于像 《走吧，张小

娴》《搭车去柏林》《背包十年》之类的

图书在书店上架时基本都被分到了文学

类，因此，在旅游图书的销售数据统计

中旅游指南类图书占了９０％左右的份

额。本文所指的 “旅游图书”也主要是

指旅游指南类图书。

旅游图书市场的盘子虽然不大，却

很热闹，不但有以中国旅游出版社为代

表的传统专业出版社，也有以人民邮电

出版社为代表的后来者。既然这块市场

并不大，又是什么让大家都看重这一块

市场并参与争夺呢？是出版社对旅游业

发展的预期，尽管旅游图书市场在最近

几年并未能像旅游业一样持续高速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旅游图书出版工作

者的角度对中国旅游图书市场的现状做

一个描述，并适当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此外，本文所引用的数据都力求准

确，但仍可能存在一些瑕疵，请各位同

行指正。

一、中国旅游图书市场的过去和现在：

从一枝独大到群雄争霸

旅游图书的出版是与旅游业的发展

紧密相连的。中国的旅游业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开始步入正轨，经历了以

入境旅游为主和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齐

头并进的阶段之后，随着１９９７年国家

旅游局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 《中国公民

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允许旅

行社开办组织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的

业务，中国的旅游业进入了入境旅游、

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全面发展的阶段。

最初，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是人们

出行的主要方式。进入２１世纪之后，

自由行、自助游逐渐走俏，自驾游市场

逐步形成，中国的旅游业呈现出持续高

速发展的态势。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中国的旅游

图书出版也逐渐繁荣起来。１９７５年，中

国旅游出版社成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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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旅游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以及

旅游教育出版社相继成立。这是中国最

早的４家专业的旅游出版机构，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上的旅游图书基

本靠这４家出版社供给，其中中国旅游

出版社是绝对的霸主，在２００９年的时

候，中国旅游出版社在中国旅游图书零

售市场上依然占据着２５％左右的份额。

中国旅游图书市场进入战国时代大

致是在进入２１世纪之后。随着旅游热

潮的兴起，无论是非专业旅游出版社，

还是民营文化公司，都把目光投向了旅

游图书市场。率先进入这一领域并取得

不俗业绩的非专业旅游出版社是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他们出版的 “异域风情

丛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同一时

期，由紫图公司操刀、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 《中国自助游》、《中国古镇

游》也出现在市场上，并获得了读者的

认可，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产品；再之

后，由日知图书公司操刀、吉林出版集

团和蓝天出版社出版的 “图说天下·国

家地理系列”迅速崛起，一时之间，无

人能与之争锋。随后，三联书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也纷

纷进入这一领域，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市

场份额逐渐被蚕食，呈现出缓慢的下降

趋势。２００９年７月，人民邮电出版社

的旅游图书横空出世。２０１２年１月，

根据开卷数据的统计，人民邮电出版社

在全国旅游图书零售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排名升至第一位。不过，人民邮电出版

社这第一把交椅并未坐稳，２０１２年９

月，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市场占有率又回

到了全国第一位，尽管只比人民邮电出

版社高了０．１个百分点。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２年，参与旅游图

书市场竞争的出版社犹如走马灯一般，

最新加入这一行列的是化学工业出版社

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这期间，有些出版

社来了，又去了；有些出版社坚持了下

来，但却始终不能有大的突破；有些出

版社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但却无法成为

真正的霸主。正所谓马蹄声狂乱，真不

知究竟是谁的江山。

根据开卷的统计，目前参与旅游图

书市场竞争的出版社有８０余家，成规

模进入这一市场的出版社有１０家左右。

这１０家出版社分别是：人民邮电出版

社、中国旅游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三联书店、旅

游教育出版社、龙门书局、北京联合出

版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和科学

出版社。

在这１０家出版社中，人民邮电出

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旅游教育出

版社、龙门书局、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和

科学出版社的产品尽管各有各的特点，

但总体而言呈雷同的态势，并没有本质

上的差别，在产品名称上也多有重复。

比如说，名称中包含 “一本就 ＧＯ！”

的，人民邮电出版社、龙门书局、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有；其他的书名比如

“玩全攻略”“自助游”“下一站”，无一

例外地被多家出版社共同使用。这里面

肯定存在一个谁先谁后的区别，比如说

“一本就ＧＯ！” “完全制霸”就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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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邮电出版社最先使用的，不过，要说

这侵犯了知识产权，恐怕也谈不上，毕

竟，在中国，为系列书名注册商标的出

版社是少之又少。

相较于其他８家出版社，三联书店

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产品就显得相当

独特，它们的读者定位与以上８家出版

社完全不同，非常值得关注。此外，

２００９年，人民邮电出版社推出的 “一

本就 ＧＯ！”也相当独特，下面也会做

相应的分析。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的创始人托尼·惠勒

被 《纽约时报》称为 “指导奇怪的人去

奇怪的地方的专家”，其读者对象自然

与一般的旅游图书不同，在国外是背包

客，在国内或可称之为 “特立独行的旅

行者”。三联书店出版的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

ｅｔ旅行指南系列”在中国旅游图书市场

上所占的市场份额并不是最大的，在其

他国家，比如美国，也不是最大的，但

却被奉为旅游图书的第一品牌，这得益

于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公司多年来的营销活

动。其实，如果仅从普通旅行者的角度

来看，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旅行指南系列”

也许并不是最实用的旅行指南，因为里

面的绝大部分内容如果你不是背包客，

如果你不像托尼·惠勒那样酷爱旅行，

那你根本就用不着。在中国，Ｌｏｎｅｌｙ

Ｐｌａｎｅｔ的产品绝不仅仅是旅游指南，它

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在很多时候都

是被当做文化类图书来购买乃至于阅读。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也难怪 “Ｌｏｎｅｌｙ

Ｐｌａｎｅｔ旅行指南系列”最早落户三联，

因为三联书店本身就是出版文化类图书

的金字招牌。不过，目前三联书店和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的合作已经终止，Ｌｏｎｅｌｙ

Ｐｌａｎｅｔ会花落谁家，还不得而知。

相较于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旅行指南

系列”，人民邮电出版社的 “一本就

ＧＯ！”系列可谓是适合一般旅行者的产

品的典范。与托尼·惠勒 “指导奇怪的

人去奇怪的地方”相比，“一本就ＧＯ！”

系列则是要指导普通旅行者游览各国最

著名的景点、品尝当地最具特色的美味

佳肴。“一本就ＧＯ！”系列以境外旅游

产品为主，与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的境外旅

游产品相比，“一本就ＧＯ！”系列更薄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的产品动辄五六百页，

而 “一本就ＧＯ！”不超过２００页），价

格也更低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的产品动辄

七八十元，而 “一本就 ＧＯ！”不超过

３０元），而且 “一本就ＧＯ！”系列里边

有大量图片，图书为全彩印刷 （“Ｌｏｎｅ

ｌｙＰｌａｎｅｔ旅行指南系列”为黑白印刷）。

也难怪当人民邮电出版社在２００９年推

出 “一本就 ＧＯ！”系列时，尽管之前

出版社在旅游图书领域没有任何品牌，

但凭借图书的实用，人民邮电出版社在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靠不到３０本图书就

将市场占有率做到了全国第３名。不

过，不得不承认的是， “一本就ＧＯ！”

毕竟无法与 “ＬｏｎｅｌｙＰｌａｎｅｔ旅行指南

系列”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品牌，而

前者仅仅是一套产品。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的旅游图书

则与上述两家出版社的产品都不同。该

公司出版的旅游图书基本都是由日知图

书操刀，脱胎于之前吉林出版集团和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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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出版社的 “图说天下·国家地理系

列”，在原有产品线的基础上增加了

“梦想之旅”系列，属于实用信息较少

的欣赏类读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

指南类读物。然而，也许该公司的产品

是最能勾起读者出门旅行欲望的产品，

看看书名，《人一生要去的１００个地方》

《全球最美的１００个地方》《全球最美的

１００个浪漫之城》 《全球最美的１００世

外桃源》，你是否会被吸引？再加上其

超低的价格１９．９元和２９．９元，而且是

全彩印刷，你是否觉得超值？这就是该

公司产品成功的秘诀：极具吸引力的书

名和极具冲击力的价格。其他出版社可

以出版同类图书，比如 《全球最美的

１００个地方》就有不下五六个版本，但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复制其超低的价格，

因为对于一般出版社而言，做到这种价

格，基本是赔本赚吆喝。

市场上值得关注的其他产品还有化

学工业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产

品。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主要产品是 “跟

我游天下系列”“行摄天下系列”“悦读

天下系列”，每个系列的定位都非常清

晰，而且书名属于原创。清华大学出版

社则刚刚于２０１２年５月份集中推出了

《畅游香港》《畅游云南》等国内旅游产

品，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其第一批

产品选点之准确说明其操刀者对旅游图

书市场的把握是相当精准的。

概括而言，目前的中国旅游图书市

场是一个热闹的小市场，主要的竞争者

有１０家左右的出版社，大家各有各的

路数，各有各的酸甜苦辣，偶尔也会互

相借鉴或抄袭一下。竞争是存在的，但

还谈不上你死我活，大家都能从市场上

分得一杯羹。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人

们的阅读习惯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那

么旅游图书市场的现状会持续存在下

去，或许会出现些许下滑，但绝对不会

出现颠覆性的改变。

二、中国旅游图书市场的未来：

未来的旅行者还会需要旅游图书吗？

然而，颠覆性的改变也许终究会到

来。到底什么会导致这个颠覆性的改变

还很难说。目前，大家谈论最多的似乎

是数字出版对纸质图书的影响，似乎数

字出版的出现将会让纸质图书无处藏

身。很多人都在讨论传统出版行业还能

走多久的问题，通常大家会拿手机代替

寻呼机来做例子，似乎传统的出版行业

也会像寻呼行业被手机代替那样在不远

的将来被新兴的数字出版代替。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年轻一

代似乎更乐于通过数字终端来阅读，当

绝大部分读者都转向数字阅读的时候，

纸质图书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不过，

这个未来似乎还很远。因为习惯于阅读

纸质图书的读者群体如今并不算老，至

少４０岁以上的读者中习惯于阅读纸质

图书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要退出历史

舞台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数字

出版能否替代传统出版的关键就在于，

习惯于纸质阅读的读者什么时候会变成

极少数派。

此外，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谁来做数字出版这件事？是像汉王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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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阅读终端的公司吗？还是像中国移

动这样的巨无霸？抑或是原先的出版

社？汉王有技术，中国移动有平台，而

出版社有内容，无论谁都无法单独完成

这件事情，并且，如果数字出版也是出

版的话，那它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属性，

不可能完全放开，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准

入的问题。因此，原先的出版社绝不会

在也许会到来的数字出版大潮中找不到

自己的位置。刨除这个因素，单就人才

队伍而言，目前的出版社拥有大量的专

业人才，编辑这件事情也不是随便拎个

人过来就能做的，其他行业的公司、企

业又如何能够兵不血刃地轻松占领这块

阵地？所以说，数字出版对于出版社而

言并没那么可怕。我个人的观点，如果

不是政府和相关利益单位，尤其是政府

大力推动这件事情的话，数字出版未必

能有什么前途。上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

地看看我们现在所谓数字出版的畅销产

品吧，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全站畅销榜

前１０名如下：《校花的贴身高手》《武

动乾坤》 《护花高手在都市》 《斗破苍

穹》《神印王座》《我和２６岁美女上司》

《求魔》《我的美女市长老婆》《美女图》

《遮天》。各位看完有何感想？这些所谓

网络原创的产品如何能承载起传承我们

古老文明和优秀文化的重任？

具体到旅游图书情况有点不太一

样。因为旅游图书更多的是为读者提供

实用的旅游信息，这些内容是最适合数

字化的。如果读者能够从网络或其他渠

道免费或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相关信息，

那么，旅游图书将会面临巨大的甚至是

毁灭性的冲击。到那个时候，读者或许

真的不再需要旅游图书了。但是，同样

的问题，谁会来做这件事情呢？旅行

社？旅游网站？旅行社的可能性最小，

因为这与旅行社的主营业务离得有点

远；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旅行社也

不会这样做，因为当所有旅行者都能很

容易地获得旅行信息，并靠着这些信息

去自助游的时候，旅行社的主营业务会

受到致命打击。旅游网站？旅游网站现

在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但影响力还没

大到让出版社丢了饭碗。为什么？因为

旅游网站基本上都是免费提供信息，无

法从中获益，所以，网站也不可能花特

别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毕竟，投资

是要回报的，如果提供这种免费的信息

服务不能带来收益，那旅游网站就没有

足够的动力把这件事情做到足够好，以

至于能替代旅游图书。

如果这么分析，那么整件事情的关

键在于，有没有第三方会考虑把包括旅

游图书出版在内的旅游信息服务整合到

整个旅游产业链中，这也许是一个很大

也很有趣的生意，可以包括旅游图书出

版、旅行社的业务以及旅游网站的业

务。当这个第三方出现的时候，不仅中

国的旅游图书市场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

改变，就连目前的旅行社和旅游网站的

业务也会为之动摇。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谁有这个能力

以及意愿来做这件事情，毕竟，大家各

有专长，即便是跻身世界５００强的企业

也会把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更何况是

我们国内的出版社、旅行社和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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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件

事情似乎不会发生，现在的旅游图书出

版商也大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

然而，２０１２年８月发生了一件事

情，不算大，但对旅游图书出版而言却

是大事件，这就是谷歌公司收购了美国

最大的旅游图书出版品牌Ｆｒｏｍｍｅｒ’ｓ。

而在２０１１年，谷歌收购了餐馆评价服

务商Ｚａｇａｔ。显然，谷歌关注到了旅游

业的迅猛发展，并有意染指旅游业。请

注意，谷歌瞄准的是旅游业，而非旅游

图书出版。谷歌的发言人声称，谷歌将

为全世界的餐馆、旅店及旅游景点提供

评价。谷歌的目的是整合整个链条———

信息服务、评级服务、机票及酒店预定

业务，进而吸引更多的广告。看到了

吧，在国外已经有人开始着力于整合旅

游行业链条中的企业了。当中国市场出

现谷歌这样的巨无霸时，中国的旅游图

书出版格局将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近年来，中国

的旅游业持续高速增长，根据国家旅游

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１年，国内旅游人

数达到２６．４亿人次，同比增长１３．２％，

国内旅游收入达到１．９３万亿元，同比增

长２３．６％；入境游人数达到１．３５亿人

次，同比增长１．２％，入境过夜旅游者

５７５８万人次，同比增长３．４％；旅游外

汇收入４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８％；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７０２５万人次，同比增

长２２．４％。这么巨大的市场，难免会引

人关注。

不过，这个巨无霸似乎不可能在短

期内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先来谈谈旅行

网站免费提供给读者的旅游信息会不会

对中国的旅游图书出版产生致命的冲

击。目前，国内的旅游网站非常之多，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业网站有乐途、马

蜂窝、去哪儿、游多多等，这些网站为

旅行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其中马蜂窝

还提供下载服务，旅行者可以将旅行攻

略下载到自己的ＩＰＡＤ上使用。这似乎

很值得让人担心，如果旅行者可以免费

从旅行网站上得到旅行信息，他们还会

购买旅游图书吗？担心很有道理，但近

几年旅游图书市场的平稳发展却让这种

担心变成了杞人忧天。换句话说，已经

有免费的旅游信息了，但旅行者还是在

购买旅游图书。原因何在？一是读者的

阅读习惯使然，也许当我们这些习惯阅

读纸质图书的人都作古以后纸质图书将

会消失，但未来１０年不会，我相信２０

年也不会；二是图书可以给读者提供系

统的信息，这一点是旅游网站提供的信

息所缺乏的，毕竟，编辑出版还是个专

业的事儿，不是谁想替代就能替代的。

将来也许很远，也许不是很远。人

们要旅行，就必然需要旅行信息服务，

不管这种服务是以纸质形式出现，还是

以数字形式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如

果将来的人们还会继续旅行，旅游信息

服务就会持续存在。请记住，人是一代

一代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所获取的信

息和知识只能通过图书或者数字产品传

递给下一代，我们无法将之直接植入下

一代的脑中。因此，出版行业是不会消

失的，这其中自然包括旅游图书出版。

作者单位：人民邮电出版社

（责任编辑 洪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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