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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对出版业的影响和对策 20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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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承诺开放出版业；但外国企业可通过打入图书和音像制品的零售与批发市场、网上出版和电子图书，渗透中国

出版业 

中国加入 WTO ，将为国内各产业带来发展机会，但也预示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出版业据说是仅次于烟草和军火

工业的高额利润行业。国际传媒巨头对 中国图书市场觊觎已久，一些国际出版集团甚至已动手抢占国内图书市场。 

逐步开放图书市场 

在 WTO 各项条款中，与出版有关的条款主要包括在规范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之中。在 WTO 总共11大类

服务部门中，出版部门所提供的各类服务被分别列入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和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中去。就是说，

（ 1 ）所有有关出版的销售服务均包含在商业服务中，而 WTO 有关商业服务条款的主要精神，是逐步取消对外国企

业分销产品的限制；（ 2 ）音乐唱片和录像带的制作、出版服务主要包含在通信服务业的视听服务中；（ 3 ）有关互

联网内容提供商（ICP ）的网上出版则列入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之中。 

WTO 知识产权协议在《巴黎公约》、《罗马公约》、《伯尔尼公约》等国际公约基础上，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

护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标准和制度。其中，与出版有关的主要是版权及相关权。版权保护的标的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作

品，此外还有表演、录音、录像和广播制品及计算机软件等。这是 WTO 中有关出版的部分。 

出版业还要受有关双边贸易谈判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双边贸易协议。据称，我国将允许外国企业以中外合资、

合作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分销录制音带、录像带、书籍和杂志。加入 WTO 后的第一年，中国图书零售业将完全对外

开放，第三年将开放图书批发市场；并允许外国企业在从事这些分销的合资合作企业中占 49 ％的股权。 

在开放电信领域方面，我国允许外国企业以中外合资合作的方式参与 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 ICP 业务，并可占 

49 ％的股权。由于 ICP 从事的是互联网内容的供应业务，这意味着网上出版实际上放开了。 

图书市场格局大变化 

在前几年我国严禁国外出版业涉足国内图书零售业的时候，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就于 1995 年以建立读者俱乐部的形

式，巧妙地避开了政策的限制，把触角伸入国内图书零售业。短短几年，该俱乐部迅猛的发展势头，使国内出版社纷纷

感到压力。 

不要小看“读者俱乐部”，国内不熟知的这种图书销售形式，却是在欧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营销模式。在发达国家如丹

麦，读者俱乐部销售的图书占销售总额的 25 ％，英国是 20 ％，瑞典更高达 30 ％。 

国外出版集团进入国内图书零售业，感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国内的图书销售业，还有国内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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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光华公司侯琰霖博士在“WTO

与传媒经营管理”会上讲话(全文)

 

作者：侯琰霖┊2002-01-01 

5月12日上午9:00－12:00、下午

1:30-4:00在中国大饭店宴会厅举办北

京国际周传媒专场活动――“WTO与传

媒经营管理”研讨会。以下是时代光华

公司侯琰霖博士在此次研讨会上的讲话

全文：感谢大家，黄教授是我的师长，

我一……

 

· 中国广告业面对WTO的思考

 

作者：陈慰慈┊2002-01-01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经过１

３年的艰巨谈判，中国终究以自己的经

济实力敲开了ＷＴＯ的大门。１９９９

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意味

着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图书品种的猛增以及图书的大量重复出版，图书市场相对饱和，图书销售由卖方市

场变为买方市场。书店现在普遍实行寄销制，出版社不得不看书店的脸色行事。进哪家出版社的书，让哪家的书摆在店

堂的醒目位置，进多少书，完全由书店说了算。这样，图书销售业已成为图书市场的“龙头老大”，越来越多地影响和

制约着出版社图书的走向和选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谁控制了销售业，谁就控制了出版社，谁就控制了中国的图书市

场。 

音像业将受冲击 

在我国音像市场的销售额中，外国引进片占到很大一部分。分销权放开，外国音像集团介入音像制品的零售和批发，更

多的市场将会被它们占领。中美双边协议签订后，世界五大音像集团均已在香港及亚洲其他地区培训人员，安排资金，

等待我国加入 WTO 后进军内地市场，建立全国性分销网。近几年来，这些外国大型跨国集团已经在培养中国签约歌

手、推广外国音像带及熟悉中国市场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很高的市场营销水平令国内音像企业难

望其项背。音像制品分销权放开后，国内音像企业很难与之竞争。而且，国内音像业10多年来虽有很大发展，但主要

是通过引进片来实现的，音乐和音像的原创能力很弱。此外，相对于图书销售渠道而言，音像制品的销售渠道要弱得

多，因此，音像业受到的冲击要大得多。 

网上出版冲击传统出版 

在网络上，很难找到不开放的领域，而且，新闻出版的运作也远比其他领域要容易得多。与报纸、书籍等载体相比，网

络更能满足人们更快捷地获取知识的愿望。因此，网络出版已经对传统出版形成挑战。据统计， 1998 年，美国已有

13 ％的家庭因上网而退掉了报纸。图书受到的冲击也不乐观。网络已经撕开出版业很大一个缺口，并将占领纸质图书

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目前，全球各个著名网站纷纷把注意力对准中国。互联网需要大量资金，需要高科技，由于这两个因素，国内的互联网

站相对落后。在中国开放 ICP 后，外国网站将对中国的网上出版和图书市场造成冲击。  

电子图书挑战纸介图书 

相对于传统图书，电子图书（ electronic book 或 e-book ）不仅可以减少日趋高涨的印刷费用，而且由于不用纸

作为信息载体，保护森林资源，消除造纸对环境的污染。电子图书简捷的检索方式和足不出户的购买和阅读方式对读者

更具吸引力。 

1998 年，比尔·盖茨展示“ Clear Type ”字型的最新显示技术。它使电子图书在显示屏上的字体和在纸上一样清

晰。盖茨预言，电子图书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 

在 20 世纪最后的几个月里，微软相继和贝塔斯曼、西蒙与舒斯特等国际著名出版商达成一揽子协议，共同推动

“ Open e-Book ”的标准化进程，使电子图书向市场化迈进了一大步。 

出版业的应对举措 

出版业应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发展数字印刷技术，加速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产业转型。 

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 

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版业形成了三种均衡：一是地区和部门均衡，除北京集中200余家中央及部委级出版社外，其他各

省市出版社的数量大体均衡，而中央各部委也大体是一家一个出版社；二是各出版社的经营规模大体均衡，除少数几家

略有一定规模外，多数都是在相同水准上重复出版，有实力上规模的出版社发展不起来；三是产业结构均衡，虽然各省

的出版资源不一样，但机构重复、分工雷同。 

但是，文化产业是不均衡发展的产业，它必然向文化发达的城市和地区集中。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出版资源的分布

差别巨大，出版业应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以市场为中心，进行产业整合。中国的出版资源多集中于北京、上海、江苏

等文化发达省市，应以这些省市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出版社为主，实行重组和兼并，低成本实现出版资源的优化配

   



置。同时，为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积极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媒体集团，与外国传媒巨头进行较量。 

开拓农村图书市场 

农村是巨大的、潜在的图书市场，是我国图书销售业的潜力和希望所在。加入 WTO 在即，与外国传媒巨头在图书零

售业的竞争将首先在大城市展开，竞争激烈，而对于农村图书市场，由于外国传媒巨头考虑投入产出比、农村地域宽、

文化水平低、对外国图书需求较小等因素，一时难以顾及。因此，开拓和培育农村图书市场不啻为图书销售业的明智选

择。 

建大型书城办连锁经营 

在这个大生产、大流通和大服务的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购买心理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购书去书城，已成为时

尚，一般书店大有衰退之势。调查显示，全国已开业的书城都是一派读者盈门、生意兴隆的景象。因此，开发城市黄金

地段资源、建设书城的行动不宜迟缓。 

连锁经营是继超市取代百货公司之后的又一次商业革命，美国零售业甚至认为“连锁经营是惟一的出路”。书店连锁经

营亦呈快速发展之势。 

国际资本实施跨国扩张战略，实现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这种规模效益足以从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等方面支持其扩

张战略，并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的市场上亏损，以培育和开拓特定的市场。而我国多数城市的书店，还没有实

行连锁经营，其采购、配送、销售和管理都是分散的，远远达不到规模经营的要求，形不成市场竞争的合力。因此，建

设书城和实现连锁经营、规模经营，应是书店行业的应对之策。 

实施产业升级 

加入 WTO 后，出版业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是必要的。 10 多年来，出版业已实现了由“纸”和“笔”向“光”和

“电”的转变，现在，则应向“数字”转变，努力采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型。 

目前，出版业在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及三个环节之间存在脱节问题。出版社的图书发不出去，库存和退货成为两

大难题；印刷业实力不足，规模偏小；书店则实行少进勤添的策略，加大了出版社的库存压力。这些问题依靠新兴的数

字印刷技术，使图书即时印刷（printing on demand ）或按需出版（publishing on demand ）成为可能。数字

印刷使出版过程由先印刷后出售变为先出售后印刷。图书可以由顾客定制，顾客甚至可以对用纸、开本、版式、字号、

字体等都有完全的选择自由。出版、印刷、发行间的传统分工被打破，印刷商可 兼负图书出版发行任务，出版商、批

发商和书店也可兼负图书印制工作。图书绝版和脱销问题将不复存在，图书实物库存变为虚拟库存，图书积压问题将获

彻底解决。 

出版与网络结合 

数字印刷技术消除了出版、印刷、发行之间的界线，而出版与网络的结合则会完全改变出版原有的模式，使出版业发生

革命。 

网络出版是一种全新的出版模式。这种模式以电子出版物为基础，集信息技术之大成，融广播、电影、电视、报刊、书

籍于一体，它从产品形态、流通方式到支付方式的整个营销过程均实现了电子化。它的产品形态是“虚拟”的，流通依

靠互联网，支付方式则是新兴的电子商务。 

同传统出版相比，网络出版的特点是：出版者与读者的关系变为交互式；出版物具备覆盖全球的能力，读者的需求能得

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利用WTO例外条款适度保护出版业 

据称，在 WTO 所有成员国中，承诺开放出版与印刷服务的国家不足总数的20 ％，其中对出版业实施保护的不少竟是

发达国家。而且，《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14条普遍例外规定：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文化、资源等，

WTO 成员国可以采取一些与《服务贸易总协定》不相一致的措施。 



各国保护出版业的手段大致有三种：一是利用关税调节，法、德、荷兰等国便对进口图书征收关税；二是制定硬性规

定，对外国出版企业的准入施加限制，如法国制定了专门的“文化例外”政策，限制美国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进

入法国；三是在投资、税收、组织联盟和基金等方面对本国的出版业进行保护，如日本，在政府强力保护下，美国和西

欧图书在日本的市场份额至今不超过10％。 

总结各国政府对本国出版业保护的经验，结合出版业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对外合作方面的一些有效做法，完善我

国的出版条例和法规，对国内出版产业进行适度保护。如可规定中外合作出版企业的经营范围；可根据印刷、销售、出

版等行业的情况和特点，确定外国资本在不同企业的股权比例和合作方式，规定中外合作出版企业中外高级主管人员的

结构和比例，等等。 

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源地，拥有 5000 多年的古老文明。我国加入 WTO 后，认真采取各项应对措施，加速传统出版

向现代出版的产业转型，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出版业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作者为商务印书馆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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