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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 

许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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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积极引进国外书刊 

    为了学习国外的新科学、新知识，借鉴海外的经验，同时研究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发

展过程，我们必须掌握丰富的资料，因此要加大对海外书刊的进口。从1979年起，这方面

的工作有很大进展。为增加书刊进口，我国所用的外汇有很大增加。 

    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中国出版界不断邀请国外出版业者来中国举办书展。20世

纪8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

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的出版业，都在中国举行过书展。许多书展除在北京展出外，

还到上海、西安、成都、沈阳等地展出，有的还在高等院校展览，与中国知识界广泛接

触。在展出过程中同时举行座谈会，互相交流，这也是我国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

情况的一个良好机会。 

    汲取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知识，翻译国外重要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是我国出版

界的重要工作，也是国际间文化交流中不能缺少的工作。1978年以前，我国翻译出版国外

社会科学著作，数量有限。20世纪80年代起逐年增加，1988年一年就达900多种。外国文

学作品，“文革”以前17年，平均每年翻译出版不足200种，1988年一年就达1 000多种。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翻译图书偏重于苏联作者的著作，以后范围扩大，包括世界各

地，美、英、法、德和日本等国家的著作都在选择之列。翻译外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

注重了改革开放的需要，实用经济学、工商管理、银行、信用保险与财政等方面的著作比

较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辑陆续出版，过去着重于古典著

作，20世纪80年代对于近现代法律、哲学、经济等有影响的著作，翻译介绍为数不少。外

国文学方面，开始注意系统出版名著，陆续出版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高尔基等

人的全集与文集。对当代名著也比较注重，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同时，也注重选译当代各流派的作品，他们出版的《二十世纪文

学丛书》，很受文学爱好者和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中华民族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加以发扬，对于国外先进的东西，也应该努力去吸

收。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发展进步都是不利的，闭关

自守只能使自己落后。新中国建立以后，曾经强调过这个方针，这也是列宁与毛泽东反复

讲过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一方针一直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

后，中国重申了这一方针。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指出：我们“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

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

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

现现代化。”中央在这一文件中强调：“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

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事业。图书是为提高人们的

科学文化素质服务的。出版工作旨在增进人民的学识，鼓舞人民的斗志。翻译介绍国外作

品，也要对人民有益，使读者受到启发，增长知识。不加选择，甚至推出垃圾，那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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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出版工作者应该做的。 

    图书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技术成就，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思

想和生活面貌。通过图书进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开展对外合作出版，扩大书刊的进出

口，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介绍西方重要的学术思想与艺术杰作，这对于我国出版事业的

发展，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学识，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 

    如果说1979年至1989年是对外合作出版与书刊交流的初步发展阶段，那么，从1990年

至2000年就是兴旺发达和蓬勃发展的阶段。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改革开放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腾飞，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出版事业也随之迅速发

展。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全国出版图书1.7万余种，到1989年发展到7．5万种，现在一

年出书已超过14万种。以新书统计，1989年出版5万种，经过11年，到2000年出版达8万多

种。图书出版在内容方面与装帧和设计及印制质量方，也都有很大的提高。 

    这10年中，中国对外合作出版与书刊交流方面的特点，综述如下：    

    （一）与海外建立正式版权贸易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合作出版的规模日益扩大。1990年9月7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自1991年6月1日起施行。接着中国参加了国际性版权

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分别于1992年10月15日和

30日起在中国实施。从此我国受国际版权法的约束，引进出版必须遵守法规，尊重版权，

出版海外的书籍要得到作者的认可。我们推出的书籍，与海外合作出版，亦受到海外法律

的保护。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刚参加国际版权公约时，翻译著作大为减少。原因是出版社不敢

轻易出版译作，顾虑会陷入版权纠纷。近年已发生根本变化，由于出版社加强与海外出版

公司的接触，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出书取得授权，互相信任，合作出版与引进版权逐步加

大。 

    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每年与海外合作出版、签订版权协议不超过500个项

目。1998年到2000年，每年签订的出版项目达6 000～7 000项，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增加

10多倍，可见发展之迅速。从国家和地区上看，也有大的扩展。20世纪80年代主要在西

欧、美国与日本等国家中进行书刊合作与交流，至20世纪90年代末已扩展到北欧、东南亚

各国各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在地域上，可以说贯穿全球东西与南

北。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全世界都有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国也扩大

引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科学与文化思想读物。 

    （二）与海外合作出版的图书走向系列化 

    对外输出与对内引进开始注重有分量的读物。10年前与海外合作推出的图书多为单行

本，现在许多是系列图书，如《中国美术全集》60卷、《中国大百科全书》74卷、《中国

古代建筑》10卷，还有著名画家作品与民间艺术系列。引进的图书也大有变化，过去着重

个别畅销书，现在着重大部头，如引进欧美的大百科全书就有七八套。除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与美合作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重新合作出版20卷外，还有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与英合作的英汉《剑桥百科全书》，全书400万字，商务印书馆与美合作的《康普顿百

科全书》14卷及河北人民出版社与美合作的《美国学院百科全书》21卷等，其他合作的还

有一些重要的词典。这些图书的合作出版，可以看出我们一些出版社有长远的考虑，不期

望在短期内取 

得经济效益。 

    其他社会科学读物方面，引进了成套的世界历史及其他学科的读物。如多卷本《剑桥

新编世界近代史》、《非洲史》、《世界文明史》等。文学艺术方面，也系统地出版了一

些世界著名文学家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出过高尔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人的全集、

文集，现在又出版了塞万提斯、易卜生、莫泊桑等许多名家的全集、文集，包括儿童文学

和科幻作品。法国凡尔纳的作品，“文革”前出过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左”的思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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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凡尔纳的作品也被罗列罪名，但“文革”后被推倒。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

重新再版过其作品的一部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亦出版过绘画本，1998年青海人民出版

社则系统地出版了凡 

尔纳的全集。 

     （三）注意高科技读物的引进与合作 

    引进高科技的理论与技术，对于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发展现代化产业，其作用不可

低估。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必须注意汲取，才会有所启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输

出学术著作版权的同时，分批引进了一些高科技专著的版权。电子工业出版社与美国电子

专业及科技专业的著名出版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出版的合同，引进高科技图书上千种、高

科技期刊5种。努力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已经纳入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

加强对国外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的了解，并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是很必要的。美国软件公司

和英特尔公司是10多年来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两家公司。软件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与

英特尔公司华裔副总裁虞有澄，分别总结了这两家公司发展成功的经验，前者书名为《未

来之路》，后者书名为《我看英特尔》，都很有价值，在世界各地传播很广。北京大学出

版社与三联书店用重金购买其版权，译成中文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盖茨与虞有澄

曾多次来北京访问，并同我国高科技产业有多方面的合作。这两本书的出版，对我们汲取

其经验，开启思路，很有帮助。北京大学出版社以5万美元购到该书版权，投入市场以

后，已发行10万册以上。《未来之路》出版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取得盖茨的信任，又翻译

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未来时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很好。全国广大读者特别是

青年正热衷于电脑，盖茨这位电脑专家，参加2001年10月APEC上海峰会的富豪，其经营战

略和对未来运作的构思，受到中国 

读者的青睐。 

    （四）合作出版深入到教材领域 

    教材的发行量很大，是非常重要的出版门类。教材在内容上非常严谨，过去都是审了

又审的，现在也开始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不过主要只涉及学习外语的教材，而且邀请国外

专家与国内有经验的学者共同编撰，经多方征求意见与实地试验后才定稿。如人民教育出

版社根据我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达成的协议，并得到该署的资助，与英国朗文出版

社合作编写出版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英语》和新《高中英语》教科书。这些英语教科

书已获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通过，并在全国推广使用。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反映，教材结合

我国英语教学实际，培养学生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是我国目前质量较高的中学英语教科

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朗文出版社共同合编《当代大学英语》，由英国著名教材编

写专家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七所院校的教授共同编

写。教材共分六级，融语言、文化与知识于一体，着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教材还配

有录音带，便于学生自学。教材推出后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 (ID: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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