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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10年回顾 

 

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从诞生至今已经走完42年的历程，其中，在1991年至

2001年的10年间，该校持续与中国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交流。2005

年，在由上海理工大学、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

的“2005?蒺上海印刷出版技术与教育国际论坛——数字化时代的印刷出版技

术与教育”期间，作为这段历史的肇始者、亲历者之一的吉田公彦，再次来到

上海，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这10年间两校交流的往事。 

 

一 

 

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先后7次在东京和上海轮流举办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

会”。可以说这个“交流会”硕果累累，不仅交流了两国的出版教育情况，而

且也交流了两国的出版状况，以及研讨了两国出版交流历史等。通过出版信息

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对日中友好也作出了贡献。 

 

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开展交流的契机，出现在

吉田公彦当年的上海之行。1990年，吉田公彦应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邀请，

以日本出版学会会员的身份，赴中国的北京和西安，出席了“日本出版情况报

告会”。在归途中，他以个人身份访问上海，受到当时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

局长赵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共应荣先生的盛情款待，借此

机会，吉田公彦不仅访问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而且还代表日本编辑

出版学校与该校达成了相互交流的共识。 

 

 标题  关键字  

热点聚焦

全国出版社网站建设工作交流

会 

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 

中国出版走出去 

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007北京国际出版论坛 

第9届中韩出版学术年会 

第2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 

2007报业经营模式创新论坛 

第17届全国书市 

第2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 

专题集锦

出版业改革30年专题 

回眸2007 

中共十七大专题 

出版发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专题 

出版蓝皮书专题 

农家书屋专题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专题 

出版集团建设专题 

民营书业专题 

优秀出版科研论文评奖专题 



1991年，第一届交流会在东京举办。中国方面的与会者是上海出版印刷高

等专科学校校长共应荣、出版系主任孙国明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翻译沈洵澧。

在此届交流会上，双方学校签订了“结为姊妹校”的协议，并决定每年召开一

次交流会，会议地点在东京和上海之间轮流交替。就这样，到了1994年，已经

举办了四届交流会。从1991年至1994年要算是两校交流的第一个周期。在杜飞

龙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以后，又分别于1997年、1999年和2001

年举办了三届交流会。至此，双方总共举办了7次交流会，其中有4次在东京举

办，有3次在上海举办。 

 

交流会的名称，前四届都叫“日中/中日出版教育交流会”；从1997年的

第五届开始，改为“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 

 

二 

 

第一届交流会双方主要是介绍各自有关出版教育的情况，日方吉田公彦作

了题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干问题》的演讲，中方共应荣作了题为《上海出版

印刷专科学校的创立与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讲。第二届交流会没有特别设

定统一的主题。随着交流的发展和双方理解的不断加深，接下来的几届交流会

都是经双方协商，事先设定交流的主题（参见下表）。从历届交流会上发表的

论文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历届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情况统计 

 

   主题   时间   地点   交流论文数   

 

第一届   双方介绍各自情况   1991年6月8日～10日   日本东京   日方

1篇  中方1篇    

 

第二届   无   1992年4月27日～28日   中国上海   中方4篇  日方5

篇    

 

第三届   90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与中国的出版社及图书出版过

程的现状   1993年10月16日～18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3篇    

 

第四届   在市场经济中的出版与出版教育   1994年10月31日～11月1

日   中国上海   中方8篇  日方7篇    



 

第五届   （1）计算机化的发展与出版教育；（2）出版人的职能教育与

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   1997年6月7日～9日   日本东京   

日方7篇  中方8篇    

 

第六届   21世纪的出版与出版教育   1999年10月27日～30日   中国上

海   中方4篇   日方4篇    

 

第七届   迎接新世纪的出版教育及其背景   2001年10月13日～15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6篇 

 

首先，与日本不同的是，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

状况”的论文很多，这明显反映了中国把出版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推进出

版人才培养的国情。在中国，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方方面

面都遭到很大破坏，出版印刷行业也不例外。拨乱反正以后，与其他行业一

样，人才培养对出版印刷行业来说也是首要而紧迫的课题。在这里，不妨以

1990年来日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陆本瑞先生的报告作为佐证：

“1979年以来，因为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重点抓经济建设，所以，出版教

育被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随着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教育也在逐

渐展开。从1979年到1989年，出版社从129家增加到536家，出版社的从业人员

从1万人左右增加到近4万人。其中，编辑者约占47.1%。根据人才需求的预

测，1995年需要补充1000个编辑者”。在当时的1990年，“在大学教育中，全

国已有20所大学设置了编辑、出版、发行、装订专业”（摘自1991年72号《日

本出版学会会报》）。 

 

其次，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的特征及其发展”

（施勇勤）的论文很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传统的出版教育把编辑、出版、

发行（销售）严格分开，以培养这些环节的人才为目标，但是，随着出版行业

对市场经济的引入和数字化的发展，中国的出版教育正在朝着培养具有多媒体

应用能力的人才的方向转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其他从事出版教

育的学校（院、系、专业）之所以招生情况好，分配情况好，就在于工科、文

科、艺术等多学科结合的特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知识经济的要求，

拓宽出版印刷人才培养的视野”（江才妹），正是典型的描述。 

 

再次，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转型期”的论文也很多。从80年代末

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上半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后，从“经济



转型期的中国图书出版业”（唐祥庆、王国忠）和“中国图书发行新结构的特

征与倾向”（孙国明）中可以看到，当时正在从出版社自身只是进行出版物的

生产，而出版物的印刷、销售册数则由国营的新华书店决定的体制，朝着出版

社自己决定印刷册数，销售不仅通过新华书店，且也通过自有的销售渠道——

即从所谓的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移的剧烈变化时期。要说“市

场经济”，对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会有特别的感觉。然而，在长

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有必要首先倡导观念的转

变和做体制转变的准备。不仅如此，而且从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价值判断出

发，出版物这样的“意识形态商品”也不是简单买卖的商品。对于新情况、新

问题、新变化，中国出版教育的对应自然也是灵敏的，甚至还是超前的，比如

提出“从提高图书的综合品质看出版教育的改善”（滕莉）的问题，可以认为

就是抓住了“转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与此相对，日方的论文主要还是尽可能详细地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在全

部7次交流会中，其中有两次主要是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一次是第三届，另

一次是第七届。 

 

在第三届以“日本的书籍出版社——工作与结构”为主题的交流会上，日

本编辑学校以在此之前从中方寄来的问题为基础，按“国家与出版发行管

理”、“出版”、“发行”三个部分，设计了35个问题，由本校11名老师执笔

回答。像这样撰写介绍日本出版社情况的报告（论文），在日本也属于首次尝

试。这次交流会上的成果，在1998年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中国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先生还亲自作序。 

 

在第七届以“日本的出版界——检验近10年的结构变化”为主题的交流会

上，主要向中方介绍了在泡沫经济破裂、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下，日本出版产业

发生的巨大变化。由日本编辑学校的老师和日本出版界相关人士共14人执笔撰

写报告（论文）。这些报告分别回顾了过去10年包括关联产业在内的出版产业

的动态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中有8年产生了“共同执笔”的“综合报告”，

要不是有与中国交流的机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些“综合报告”的

意义深远。 

 

两国报告产生的背景虽然不同，但涉及的问题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在

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数字化问题。数字化问题可以说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在论



述日中数字化与出版的问题时，在论述日中联机实时出版的问题时，考虑到同

样在传统书籍出版业务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两国的不同国情，考虑到处在衰退期

的日本经济和处在上升期的中国经济的两大格局，相似点和相异点却又都是明

显的。 

如果说10年七届的交流会只有一个大主题，那就是“交流”。在七届交流

会上，也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

围绕商务印书馆的诞生与发展，展开对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发祥地上海与日本的

出版交流史研究，领域新，难度大，显示了执笔者的学术勇气和出众才华。从

另一方面来看，位于东京和上海的两校交流，恰好又是在续写这种历史。因

此，不妨认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现实意义，更有象征意义。 

 

三 

 

随着东京与上海不断相互举办交流会，彼此的友谊也不断加深。笔者以

为，尽管盛开的是“出版教育研究”之花，但实际上结出的都是日中友好之

果。今天的结束是明天的开始，过去的句号是未来的逗号，笔者坚信，日中间

的国际性出版教育学术交流活动，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到什么时候也不会终

止。 

 

日中两国两个学校的交流意义深远，本文的记述只能算是开头，还有待日

中两国的亲历者、见证者继续丰富。当然，更重要的是从“定格”的过去的历

史中走出来，为开辟未来设计。 

 

（注：本刊刊发时有删节） 

 

（本文编译者单位：新闻出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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