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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搞好出版规划，推动出版繁荣发展 

邬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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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新技术正在对出版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必须通过制定规划积极应对挑战。特别

是以创新为重要依托的专业出版，更要研究高新科技对我们的影响。在第12届北京国际图

书博览会的出版论坛上，美国律商联讯公司总裁安德鲁·普鲁兹介绍说，作为世界著名的

专业出版商，律商联讯公司目前在美国和全球的收入中，印刷文本与在线服务的比例是3

∶7，而且在未来的5年中，他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在线服务的比重。高新科技对出版业的影

响，再也不是简单地议论的事情，它已经带来事实上的挑战。数字技术正在通过出版物的

载体形式、传播方式、管理手段、营销服务等方面，已经而且正在加速对传统出版产生革

命性影响。一个负责任的出版人应当研究这些趋势，通过制定规划提高出版业运用高新科

技的能力。 

    二、制定出版规划需要注意的问题  

  认真制定出版规划不仅是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行业的事情，也是一个出版单位必须要

做的事情。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意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第一，要有很高的立意，考虑规划的科学性、先进性、前瞻性、实用性。规划像一面

旗帜，像一座灯塔，要给大家信心，给大家力量，感召人、吸引人，使大家看到前进的方

向。要研究和借鉴国外制定规划的经验，发扬我们的好传统。1944 年二战胜负已成定

局，罗斯福总统召集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要求他把战时情报机制及时转到平时，为

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发展服务，提前拿出科学发展规划来。万尼瓦尔·布什主持编制

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所发展起来的科学政策框架，为美国战后的科学政策奠

定了理论基础。规划过后的10年，美国惊奇地发现战后美国的科技地位、文化地位在世界

上显著提高，和这个规划有很大关系。所以这个规划到了1958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认真

讨论。中国也在 1959年翻译出版了这个规划，最近商务印书馆又重新出版了此书。这个

规划尽管过了五十多年，它仍然值得我们做规划的同志去认真研究，看人家的立意高不

高，有没有前瞻性。这是战胜国的规划。还有战败国德国的例子。德国著名哲学家赫斯在

战后找到他的学生翁泽尔德，说德国被战败了，德国的天空一片阴霾，德国人的心死了，

你最好去做文化工作，做杂志或者做出版，来重新唤起德国人的精神，保持德国的大国地

位。翁泽尔德1952年到了苏尔坎普出版社，他在出版社规划了两套开放性的丛书，其中最

著名的一套是“彩虹系列”。他提出这套开放丛书，要像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彩虹一样，使

德意志精神、欧洲文化在受到美国人冲击的情况下继续领先于世界。要用全世界的文化精

品，特别是欧洲的精品，来引导德国和欧洲人继续前进，扫除战后德国弥漫的一片阴霾，

保持大国领先地位。这套丛书已经做了2000多种，另一套丛书也出了千余种。翁泽尔德先

生对他的出版规划一做就是五十多年，一直到2002年他去世。他去世时，德国总统和欧洲

很多政要、学者一起去参加他的葬礼，为这位规模并不算大的出版社社长送行，欧洲的报

纸上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功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欣欣向荣、不断发展，也与

有出版规划有关。1974年前后，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下，在老一代的

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制定了决心改变大国家、小辞典状况的辞书出版规划，制定了改变

印刷技术装备落后的“748”规划。正是有了规划，才有了后来的《汉语大词典》、《汉

语大字典》等一批重要辞书的出版，才有了后来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突破和印刷技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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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改善和进步。  

  第二，全面反映出版功能，按出版规律办事，高度重视创新这个促进社会发展的核

心，来制定出版规划。全面把握出版功能，按出版规律办事，是我们制定规划、考虑问题

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马克思曾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

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

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其中实际上也讲了我

们出版的本质功能是要通过创新推动社会进步，是要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

方方面面的发展。出版内容要以创新为核心，把当代人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步

和百姓的喜怒哀乐，通过我们的出版物规范性地整理出来，传播出去。如果我们把图书期

刊仅仅当作评职称的东西、炫耀资格的东西，变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就不可能真正把出

版做好。  

  第三，要把制定规划与本社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规划的重点与本社的发展方向一

同考虑，一并设计，通过规划来反映、确定本社的发展方向，形成本社的鲜明特色，形成

品牌。形成品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制定规划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要通过五

年甚至更长的规划，使自己的出版社在若干个领域，形成自己若干个固定的作者群，真正

成为自己的品牌，出版一批像样的东西。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规模并不大，但是紧紧抓住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特色，发挥好著名学科带头人的优势，形成了若干品牌图书，利润率非

常高。原因何在？在一些重要领域，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发言权，就好办了。要通过实

实在在的规划，把本社的定位明确起来，通过我们的出版物来体现本社的发展目标和方

向，使之变成现实。规划要感召人、吸引人，让人感觉有奔头，这样的话，我们的规划就

容易落到实处，才有可能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来落实规划。  

  第四，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从国家的大局出发、

从社会全面发展出发、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出版怎么才能成为

社会进步、社会稳定的推动力量，而不能给国家和社会添乱，不要把我们讲的出版导向和

政治要求虚泛化。最近，我在看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

认为，世界上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国与国之间看上去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实际上是国家利益的斗争。他说，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把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意识

形态完美结合起来并进而影响世界，比如冷战时期对付苏联，但是如果追求现实利益与政

治目标不一致，那么美国从来都是把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中国正处在

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出版人要以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以本国人

民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为根本，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严格按照国家的大政方针，认

真编制出版规划。  

  第五，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

规划落到实处。把规划落到实处，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要分析哪些是我们自己可以做

的，哪些需要学者帮助我们去做，哪些需要争取社会的支持去做。尤其是要加强和专家学

者的联系，他们是我们出版业的衣食父母，如果不动员和吸引专家学者认真去做，光靠我

们自己远远不够。化工出版社3年前规划的《化学进展丛书》，就有12个院士参与其中，

并依靠中国化学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力量来一起策划。如果想出版一流的出版物，

没有一流的作者、没有一流的研究单位，远远不行。同时，也要调动出版社全体员工的积

极性，共同做好规划。要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让所有编辑们都动起来，思考出版社的未

来、发展方向，这样的出版规划才不会是空话，才能落到实处。  

  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五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蓬勃发展的经济基础，我国出版业应当

建立相对独立、与世界接轨、反映和推进国家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出版

体系。如果长期没有，我们就有可能丧失在世界范围的话语权。希望所有的出版社通过制

定立意高远而又切合实际的规划，来提升我们出版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更好地反映和

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根据作者在全国大学版协“十一五”出版规划培训班上的讲话整理）  

 

  （作者单位：新闻出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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