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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类出版社选题策划的五点思考 20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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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多品种的平销书以及手册、辞典类的常销书可以解决吃粮问题，而搞畅销书是解决吃肉问题。所以要想吃肉，就一定

要搞畅销书。 

不要总是眼盯着读者想要看什么，喜欢看什么，更重要的是多想想读者还没有看到什么。 

随着出版行业竞争的加剧，传统的科技类出版社的一些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选题重复、低印

数、拼品种的方式来保证出版码洋规模，使编辑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加工和审稿当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加工科技类稿子

相对繁琐，需要的精力要比加工那些文艺类稿子要大些；另一方面就是稿子太多、太滥，使得编辑根本无暇去仔细考虑

策划选题。这一点，我作为编辑体会尤深，科技类出版社的众多编辑同行也深有同感。于是便陷入了选题质量不高，自

然图书质量不高，自然印数就上不去，自然就要拼品种的不良循环当中。怎么办？我以为即使是传统的科技类出版社，

也应该并且能够把畅销书作为突破点，来搞活全盘，于是我作了下面的思考。 

一、要生存 做畅销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也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1995年在美国出版的法兰克与库克所著的《胜者通吃的社会》（The 

W in－n e r Take all Society）一书，令我们豁然开朗。我们曾以为“胜者通吃”是盛行于古代社会的野蛮逻辑：谁

的矛长盾厚，马快弓强，船坚炮利，谁就当然地要夺取资源，占领土地，掠人妻女，将敌邦之人丁全部打成奴隶、亡国

奴——一句话，胜者获取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直到《胜者通吃的社会》一书中历数遍布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的“胜

者通吃”，并分析产生它的社会结构，我们才明白古老的胜者通吃的逻辑已在极大程度上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复活。畅销

书的稿酬可达300万美元，另一些书的作者则一无所获；这就意味着，有时一部畅销书可以占到某一时段市场容量的很

大份额，而许多非畅销书只能是保本或惨淡经营。 

那么胜者为什么可以通吃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样东西无法改善，至少是人们不愿改善的，那就是人们的心理

储存空间的有限。如社会学家古迪所说：“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亦即‘储存空间’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

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把这个道理引申到图书市场上就是，一定时段内读者所关注的图书类别和数量是很有限的，

而大多数人只能把有限的注意力和“储存空间”投向所谓的畅销书。 

随着中国加入W TO，国外出版商将凭借其雄厚实力进入中国，来争夺数以亿计的国内读者，“指令性出版和购买”的

计划体制蛋糕将越来越小，出版社必须依靠市场而生存。零售市场将成为书业竞争的真正舞台，而“胜者通吃”的畅销

书正是未来开放的零售市场的宠儿，手里没有畅销书，出版社将很难在零售市场上角逐。所以，今后要想有好的生存状

态，就必须要搞畅销书。 

二、寻找畅销突破点 

传统科技类选题已经很难出现畅销书，这与传统科技行业本身的特点有关，即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科技行业，比如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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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文化与传媒的互动关系

 

作者：皇甫玉蓉┊2002-01-01 

文化既是一个人文概念，又是一个地域

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经济概

念。如何挖掘区域文化资源，构建良好

的区域经济环境，是新闻传媒产业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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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新闻传播

界日益呈现出了两种新的现象：一种是

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吞并与厮杀达到

了白热化的地步，南京地区报界之间的

降价大比拼就是鲜活的一例；另一种现

象就是一些新闻媒体逐渐从各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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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在工业中所占份额逐渐下降，虽然传统科技类出版社多年来培养起了忠诚度很高的读者群，但这个读者群的人数毕

竟是有限的。 

在科技图书出版领域，现在人们普遍容易想到的是：计算机领域最有可能出畅销书。例如机械工业出版社成功抢滩登陆

计算机图书市场，不但使机工社快速跻身计算机图书四强，而且树立起了机工社跟踪先进科技、锐意进取、充满活力的

新形象。那么，除了时髦的计算机领域外，最有可能出畅销书的领域是什么呢？我以为是经管类图书，经管类书籍涵盖

的面很宽，具有巨大的发挥空间，甚至成人及少儿科技和经济知识普及读物也可泛泛地纳入其中，无须赘言，这具有诱

人的市场前景。在经管类图书方面，机工社的华章公司的引进版经管图书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华章公司的经管

书是面向特定的读者群，但是如果想打造畅销书，特定的读者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争取到最广大的读者群。这方面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引进图书《富爸爸穷爸爸》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这本书炒作的卖点是一种新鲜的理财观念，专

业人员可以看，白领可以看，关键是有了一些积蓄又苦于缺乏理财观念和技巧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看，同时，也契合了

老百姓渴望发财致富的心态，再加上不惜代价的宣传炒作，使之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到目前为止，该系列图书已经

销售了150多万册。 

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一定要抓住特定的读者群，确定明确的读者对象。这种思维方式在搞精品书时很有道理，有利

于积累起某类图书的品牌，但并不一定适合于畅销书的运作。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必须争取到最大的读者群，

在一个时段内产生某种轰动效应，可以短期内快速提升出版社的认知程度，而认知度所带来的长期的积极效应和影响，

是无法用定量来衡量的。同时，还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反之，如果一开始就抱定以一小撮特

定读者为服务对象，是根本出不了畅销书的。关键是选题是否切中大众的兴奋点、敏感点。当然，在选题和编写时，如

何面向大众，内容如何取舍，怎样避免样样涉及、样样稀松的结果，这对于经管类图书是很难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

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认为突破一点中的“一点”既可以是有一定规模的丛书，也可以是单行本。以现在国内图书市场的环境，如果印数达

到10万册，即使单行本，照样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选题策略是：在充分做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大胆选择

那些别人没有触及过的领域，大胆引进别人没有引进的外版书，大胆启用年轻的不知名的有潜质的新作者。绝不可炒别

人剩下的冷饭，越是奇崛之处就越有美丽的风景，越有可能蕴涵富矿，虽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做畅销

书本身就是一条高风险、高回报的路子，缺乏胆识是不能成功的。 

我认为畅销书的制作者首要考虑的是要关照大众，以大众的心态和需求来寻找选题和构思内容。试举一个例子，随着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甚至我们每个人都要融入全

球化的大循环当中，大众，包括官员和企业对国外的了解欲望和需求绝不会止于现有的一些概况介绍、学术讨论及旅游

景点，而是需要对国外更加深入详细的了解，甚至要详细到某个国家某个地方的详细情况，也许遥远国家的某个角落的

实用知识和情况会关系到他们现实的切身利益，这种需求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的飞速发

展，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大众对国外政治、经济、法律、习俗、地理等的实用知识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我认为

这是我们当前选题时要特别关注的。 

另外，根据最新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现有0～14岁人口2.89亿，由于国人具有重视孩子教育的传

统，少儿教育及科普类图书也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一本或一套优异的畅销书的连带效应是非常巨大的，有可能就此形成出版社新的出版方向，新的经营模式，比如可以衍

生出某种报或刊，甚至形成某种新的产业。另外，高质量的畅销书还可以迅速提升出版社品牌的认知程度和威望，会大

大拉动出版社其他所有类别图书的销售。从以上意义上说，在某一点上突破，确实可以达到满盘皆活的效果。 

三、搞畅销书和出版规模之间的矛盾 

有人认为搞畅销书一定会影响出版社的出版规模，而影响规模是万万不可以的。的确，搞畅销书确实要投入很大的精力

和时间去精雕细刻一本书，也许需要以过去做十本书的时间，也许短期内会损失一些出版规模并且要冒很大风险，但是

不这样做，甚至连尝试一下的勇气也没有，我们将永远徘徊在怪圈中不能自拔。 

另外，我认为搞畅销书并不必然影响出版规模，如果一个出版社每年能成功推出一两本或一两套畅销书，对出版规模的

贡献也是很可观的，一套、甚至是单本畅销书的码洋也可以达到数百万元，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另外，畅销书对出

   



版社其他图书销售的拉动效应也是不能忽视的。 

把过滥的图书品种降下来，一定时间内可能会损失出版规模，但我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坚决把图书品种降下来，提

供给编辑充裕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为出精品书和畅销书创造基本条件。保持、乃至扩大出版规模不能一味地采取拼图书

品种的做法来实现，而是应该通过优化品种结构和图书本身的内容、努力提高单本书的销量来实现，更可以通过增加出

版社传统精品常销书的销量来实现。方法是根据时代发展和现实需求重新修订整合原有的内容，重新制定系列框架，重

新包装推出，这样要比重复的多品种策略要好得多。可供借鉴的操作方法有以下几点，业内称之为“二版精品”策略： 

1.整合出新思路：把本社或其他社的传统精品书按照新设计的丛书框架装进去，或按照新的趣味走向来编织。 

2.修残补遗思路：将原书的缺陷找出来，改正，或补上新的插图，新的序言，新的注释。 

3.新的开本，新的版式，新的封面，新的书名，使之贴近现代读者的趣味和需求。 

4.脱胎换骨思路：先研究原书，提出新的标准，新的境界，让作者花气力改写或重写，把大书做薄，把精书做细，把贵

书做廉。 

话说回来，维持一定出版规模和品种也是很有必要的，那些市场有一定需求但销路平平的鸡肋书，或是社会效益重于经

济效益的书当然要出，虽然利润微薄，但积累起来也很可观。搞多品种的平销书以及手册辞典类的常销书可以解决吃粮

问题，而搞畅销书是解决吃肉问题。所以要想吃肉，就一定要搞畅销书。 

另外，还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在现行机制外建立畅销书策划小组，就是开辟一块畅销书试验田，这样既可以提高效

率，又能够规避风险。 

有条件的出版社还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搞多种经营，以“副业”养“主业”，给搞畅销书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畅销书怎么搞？ 

畅销书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下面仅就我想到的几点作简要论述： 

1.关照最广泛的读者群。 

根据最新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为12.9亿，其中家庭户3.4亿户，0～14岁人口2.89亿，接受

初中教育的人口6.15亿，城镇人口4.5亿，即便只考虑1／4的城镇人口，即1亿人口，如果一本书哪怕只影响到其中的

1％，销量也会达到100万册。中国的图书市场潜力是如此之大，使我们有理由对畅销书市场充满信心。 

2.要切中社会热点和大众的兴奋点，即所谓迎合大众的潜在心理需求和趣味，但我以为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是：善于以

适度超前的新奇思维制造出新的阅读时尚，引领读者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3.书本身要有丰富的内涵，具有真正的原创性，能够提供崭新的理念和视角，能独标一格，让人为之一震，并真正有所

收益。 

4.“不要总是眼盯着读者想要看什么，喜欢看什么，更重要的是多想想读者还没有看到什么。”要敢于并善于涉足市场

空白领域，大胆引进外版书，绝不炒别人剩下的冷饭。 

5.大胆启用年轻的不知名的有潜质的新作者。 

6.出版社各级领导要给予大力支持。 

首先，各级领导应该给予编辑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做选题。另一方面，一个好的选题或创意可以由某个编辑的一己之力

来完成，但在具体组稿，策划，宣传，营销等方面，则必须获得各级领导的倾力支持才能完成。可以考虑在现行机制外

建立由二、三个人组成的畅销书策划小组。另外，定期组织选题策划的“头脑风暴会”也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7.摒弃传统的做科技图书的旧程式、旧做法和旧观念。 



我想这点集中体现在书籍装帧和营销两方面。 

1）书籍装帧对畅销书非常关键，尤其在书名、封面、版式、开本、纸质甚至书脊诸多方面要多花心思，要有更大的灵

活性。书籍的外在形象不但影响到读者对书籍的关注程度，还会影响到批发商、经销商对图书的预期和信心，甚至会影

响到书籍在货架上摆放的位置。同时，装帧对树立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 

2）营销方面，要采取多种方式做各阶段的宣传，要重视利用二渠道及尝试其他销售渠道。 

8.提高编辑水平。 

如果把作者和作品比作千里马，则编辑就必须是伯乐才行。编辑不但要慧眼识才，而且要有使一部作品益趋完美的扎实

的学问功底。出自高手的上乘之作，总能在书的内容之外给人以诸多美的享受。而要想成为编辑高手，编辑的“编外

功”也非常重要。没有高水平的编辑，出畅销书是不可能的。 

9.周密的市场推广计划。 

周密的市场推广计划是畅销的保证。一本好书，如果不被大众知道，最多也只能卖几万本，而成不了畅销书。必须实施

多方面的市场推广，并且敢于投入。利用书市、订货会、报刊媒体、签售、网上论坛、读者俱乐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进

行推广，并形成上述诸多方面的互动。 

10.把握最佳推出时机。 

把握最佳推出时机，善于“借势”和“借力”，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形成轰动效应。 

五、把握大势，倡导先进文化 

我认为我国加入W TO后对图书需求的大势是： 

1.教育、科技、经济类图书大行其道，“发展才是硬道理”。 

2.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欲求和热情将空前高涨，这种了解将是详细的和全方位的，包括国外的历史、地理、政治、经

济、文化、风俗等等，因此出版界在开发此类图书的同时，应大力引进优秀的外版书。  

3.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将愈加强烈，在与外部文化的交融和撞击以及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归属感将是我们

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的源泉，出版界应倾力张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中的精华，这不但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同时也是出版

界的历史使命。 

4.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建立，我们迫切需要用文化的力量来平衡和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这

块最具活力的古老土地上，在中国和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交流中，能够产生出新的理性和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世界需要

“中国的声音”，我们也应该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出版界应该努力推进这个伟大的进程。 

（作者王庆超 机械工业出版社）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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