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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 

许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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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购进版权直接翻印原著出版 

    此种方式在西方各国是很流行的，我们现在也开始仿效。随着我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

的提高，对学习外语的要求与日俱增，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师生要求阅读原著。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取得版权，汇集出版了《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翻印有关原文

图书100多种，受到师生们的欢迎。清华大学出版社购进版权，汇集信息技术学科与电气

工程学科系列，翻印国际知名大学原版教材，已出版16种。目前，许多院校出版社都在进

行此种工作。 

    （六）对外合作出版音像制品迅速增长 

    现在图书载体正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将图书资料输入光盘，日益普遍，尤其是对历

史档案、统计材料、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与语种复杂的辞典等，纷纷纳入电子制品轨道。

由于光盘载量大，收入作品多，使用普遍，因而版权也较为复杂。在这方面，我们已开始

起步，但是因使用不够普及，购买驱动器、 VCD机等工具还不普遍，进展缓慢。现在引进

很多，据主管部门透露，近10年每年进口音像制品2 000多种，引进版权出版音像节目300

多种，与海外个人及实体合资建立音像制作、复制公司70余家。西方注视着我国13亿人口

的视听市场，千方百计地设法打入。但这是意识形态中最敏感的部分，版权的问题又很复

杂，对待合作，必须十分慎重。 

    有的出版社很重视音像制品的出版工作。翻译出版国外读物，常常配有音像磁带，特

别是涉及语言教学读物，所以必须赶上潮流，认真对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通过与国

外合作编制电视教学节目，投入大量资金从日本购进设备，制作音像制品，还专门成立对

外汉语编辑室，推动汉语走向世界，扩大汉语教学出版物的工作。该社在1999年投资500

万元，制作一部大型对外汉语电视教学节目《汉语世界》，于1999年底完成拍摄和出版任

务，同时正在制作一大批对外汉语教学辅助用书。 

    过去使用几千年的文字载体  纸张，将被磁带、磁盘新的载体逐渐替代。这种替代不

可避免，但在过渡时期两者会交叉使用。也许老一代人不大理解，不大适应，但年轻一代

会适应新的载体。现在又出现网络出版，网上阅读，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有战略眼光

者应特别重视高科技的运作。

    （七）与我国台湾的同业交往 

    这里顺便说说近10年来同海峡对岸我国台湾的交往。自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后，

我们立即宣布对台湾同业的版权和大陆一样，得到相同的保护。台湾1987年宣布解严以

后，台湾同胞开始访问祖国大陆，出版界的同业亦千方百计与大陆同业取得联系。初时有

的为避免台湾当局的注意，绕道日本，通过与我驻日机构取得签证，回到大陆。血浓于

水，大陆出版界对台湾同行非常热情，两岸同行相见甚欢。由于两岸同文同祖，都是中国

人，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几十年隔断了联系，现在有机会恢复业务往来，这是值得庆幸的

事。因此，两岸出版的合作和书刊贸易大为开展。 

    现在两岸同业的合作与交流非常广泛。近几年每年有500多个项目的版权输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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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湾合作，输往台湾的约占2/3。大陆出版的大部头著作，有不少授权台湾同业发行繁

体字本。如近年陆续出版的规模宏大的图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350卷，就在台湾同时

发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台湾发行60卷。又如工具书，包括《辞海》、《汉语大字

典》与部分外语词典，也陆续在台面世。台北一些大的出版社如锦绣、光复、远流、淑

馨、新学友、五南、汉光等出版公司，都与大陆出版社有联系。 

    两岸出版界的来往日益频繁。1993年5月，中国版协由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组织12人

代表团访台，与台出版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代表团成员包括商务、人民文学、人民美

术、中国建筑、上海科技与广东科技等出版社的社长，这是大陆出版界众多成员的第一次

访台。代表团受到台湾同业热情的接待，互相交流了业务。当时与台出版界达成了五点共

识：在两岸轮流举行出版研讨会，促进出版同业人员的交流与互访，在两岸互相举办书

展，推动资讯交流，交换出版印刷方面的经验。上述五点共识，我们经主管部门同意后，

已逐步推行。此后，大陆出版界的代表访台逐渐增加，每年都有几批代表访台。规模最大

的为1994年3月和1997年8月，两次在台北举行规模宏大的书展，两次访台各有100人。各

省市的出版机构，近 

年也分别组团访问台湾，与台湾同业建立联系。台湾的同业访问大陆出版社也更为频繁。

    为了加强海峡两岸和香港三地的出版联系，从1995年起建立三地出版联谊会议，每年

一次，在大陆、台湾与香港轮流举行。由三地出版协会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商讨华文出

版在世界上的问题和三地有关版权事项，对于沟通三地的出版业务和了解世界华文图书出

版的发展势态，都有所帮助。 

 

三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同海外的合作出版与书刊交流，开辟了新的天地。头10年，

我们打开门户建立了基础，后10年，我们延伸发展，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建立了关系。从20

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国际书展，中国版协

与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每年在深圳、杭州等地举行一次合作出版洽谈会，邀请海外许多同

业的朋友参加，使中国出版界有机会更多地与海外接触交谈。以后中国同业又不断组团出

国访问，与国外建立联系。现在我国较大的出版社和合作出版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出版社，

都与国外同业有交往。一些省市还成立了版权代理公司，帮助本省市出版机构与海外沟通

业务，进行版权交易。现在我国出版界与海外交往广泛，接触频繁。             

    20多年来书刊贸易也发展很快。20世纪80年代初，书刊进出口一年只有几百万美元的

交易，现在每年达五六千万美元。进口书刊，为科学与教育文化的研究部门提供了重要的

资料，为经济部门增加了新的信息。 

    20多年来，合作出版与书刊贸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也不

少。首先是思想还不够开放，工作束手束脚，与海外的联系还不够广阔。出版社与海外同

业建立关系，也只限于少数出版社，许多重要的出版社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体制

上还要加大改革力度，有关领导部门要为出版社及人员外出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开辟渠

道。再次，干部的问题仍然是这方面工作最要紧的一项。外语就是桥梁，没有懂得外语的

业务干部，就等于过河没有桥梁。有了懂外语懂业务的干部，才能阅读国外的资料，才能

进行交流。要把中国出版物推出国外，只靠华文图书是不够的，必须开展外文图书的出版

工作。而编辑出版外文图书，没有大批精通外文的编辑是不行的。 

    对外交流，我们仍要注意输出版权。改革开放头10年，以输出版权为主，后10年情况

相反， 以引进为主。现在一年进出共6 000～7 000个项目， 输出还不够600个项目，引

进与输出的比例约为10:1。这种形势会持续下去，虽然今后将会增加版权输出，但也不会

超过输入。引进总会扩展，比例可能还要逐步加大。 

    加大引进图书，无论是版权输入还是书刊贸易都是非常必要的。对我们这样科学技术

比较后进的国家，势在必然。看看世界各国，如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引进图书是有名

的。凡是各国出版的新书，其重要者几个月之内就有日文翻译本问世。据日本版权专家告

诉笔者，他们版权输入与输出是100与1之比。科学发达的德国，现在一年出书中有15％为

翻译国外的图书。我们现在翻译的图书，还不到1％。因此，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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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领域还必须加强引进工作。只有引进得力，才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西方，才能更多地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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