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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出版集团的断想 

袁玉琦 

  大船与小船 

 

  我国加入WTO，对于出版界来说，就好比面对一条从未涉足的大江，更有人把它形容

成汪洋大海。如果没有作好足够的准备，如果缺乏应对这种挑战的诸多条件，就很容易被

这汪洋大海所淹没。而我们要想顺利地渡过这大江大海，最好的办法，毫无疑义是拥有一

条大船，一条足以让我们乘风破浪前进的大船。这是我们目前最常见到的有关组建出版集

团的极其生动的比喻。 

  我认为，所谓“造大船”的比喻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大船确实比小船更能抗御风浪的

袭击，更有可能驶向遥远的彼岸。但是，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任何比喻对于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来说，都是蹩脚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的。 

  同样用比喻，一叶扁舟也能飘江过海，万舟齐发也是一种壮观的景象；专美于万吨巨

轮，总脱不了视野上的狭窄、理论上的偏颇。我们去大西北看一看，那成片的防风林，却

是由无数小树组成的，其效果却远远为一棵大树所不及。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世界上的万

事万物都是极具个性的，都有其存在的依据，很难说哪一种形态最好，哪一项事物独尊。

就国外出版行业而言，固然有规模巨大和影响广泛的出版企业，决定着出版界的走向，引

领着出版界的风骚，但也存在着更多的、无以数计的中小出版企业，它们不同样是出版百

花园中的一枝一叶、一草一木吗！它们不也时时展现着一流成果吗！ 

  组建出版集团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追求“大”，其结果可能会带

来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对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来说，这未必就是一件好事情。 

  捏合与放开 

  出版集团的产生必须遵循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还要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没有

这样一个过程，而是采取某种行政命令的方式去组建集团，这就好比把小船简单地捆绑在

一起，那是不可能造就出能抗拒风浪的大船的。 

  强强可以联合，强弱可以联合，弱弱也并非不能联合。但是，这样的联合就必须具有

一定的条件，而不能随心所欲。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强扭的瓜不甜”，也叫“捆绑不

能成夫妻”，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出版界造大船，从目前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以现有的地域格局或行政隶属关系为依

据。这是一种最为省事的办法，操作也很简便，然而用这种方法组建的出版集团，是不是

都有坚实的基础，是不是都有实质性的提升呢?总的感觉是没把握，不好说。 

  我倒是想，与其捆绑、硬捏，实在还不如放开发展，顺其自然，以收水到渠成、瓜熟

蒂落之效。这样的范例，自然界很多，社会界也很多。放开才能生长，放开才能活跃，放

开才有勃勃的生机。在这样的自由环境中，大的将会更大，强的将会更强，弱的可能在竞

争中变强，也可能会在竞争中继续弱下去，甚至被吞并、消亡。这其实并不是坏事，因为

这就是竞争带来的进步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造成的大船，才是真正能够抵御风浪的大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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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出版资源的扩张 

  美国CISCO公司是Internet行业霸王，其总裁钱伯斯在谈到网络时代一个公司的扩张

时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改革整个世界的机会……CISCO所犯的错误是速度不够快。

尽管我们已经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但我们还不够快，还应该更快。” 

  求得更快的发展，对于出版界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快，怎

样才能做到又快又好，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有效出版资源扩张的问题。 

  有效出版资源的扩张，指的是依托那些基础好、人才多、出版资源丰厚、管理水平高

和效益突出的出版单位，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复制、衍生和连锁的发展。它的依托是有条件

的，用数学语言讲叫做优选，用遗传学语言讲叫做优生。由于这种复制、衍生和发展是缘

于其内在发展的需要，所以它具有自然的勃勃生机。 

  仍以自然界为例，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是由一根主干和无数的枝叶所组成，出版业

的主干即是“有效的出版资源”，枝叶即是主干的复制、衍生和连锁的发展。大树还可以

选种，可以移植，可以嫁接，也可以成片生长。总之，只要是“有效的出版资源”，只要

有其内在的发展需要，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做文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翻出新意，就

可以依托这棵大树繁衍、新生、发展、壮大。 

  我觉得出版界的集团之路，应该更多地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而现在我所忧虑

的，是这样的“有效的出版资源”在人为的合并和捆绑中将会被消耗、被削弱，其结果是

大的不复大，强的不复强，最终说不定又会回到“合久必分”的老路上去。 

  另一种意义的大船 

  在新形势下，中国出版产业既需要强强联合形成的大型集团，也需要若干个机制灵

活、小而精、小而优、特点鲜明的出版单位，后者即是另一种意义的“大船”。 

  有人认为，我们现有的出版社都太“小”，无法参与竞争。我认为，如果仅从规模的

角度说，我们现有的出版社并不小。一般出版社都拥有员工近百名，每年出书一百多种，

这和国外许多小出版社相比，倒是算得上大社了。 

  如果是用实力来衡量，那就很难说了。应该承认，我国为数不少的出版社，基本上还

是靠政策吃饭，靠垄断地位来维持生存，管理粗放，图书产品的知识含量很低，员工的素

质也不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大量的出版社确实“小”，小到无法与先进的国际出版

业抗衡、竞争。 

  那么，小船就应该被淘汰吗？显然不行。对于出版界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大与

小的矛盾，而是强与弱的矛盾，我们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出版规模的问题，更是出版效益的

问题。所以，当务之急是在造大船的同时，也要注意造就更多的小船，这些小船应该不是

过去那种弱不禁风的小船，它们是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发展和成熟的。相比“大”而言，

这样的“小”可能更注重灵活，更强调效率，更注意规避风险。这样的小船多起来，不仅

可以为大船的制造提供坚实广泛的基础，而且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形成千帆竞

渡、万舟齐发的局面。这千帆万舟，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种意义的大船。 

    这样说来，在组建出版集团的问题上，切忌急功近利，一哄而起，也不要单向思

维，简单行事。面对国际出版业的严峻挑战，我们更需要谨严、求实与创新。 

   

         

（作者单位：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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