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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知识经济的选题策划 

范绪泉 

    一、知识经济深刻地影响读者的需求   

    知识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在社会生产及其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

发展中主要生产要素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土地、资本和知识。当知识在生产中占据重要

地位时，劳动者的收入——依靠其知识(智力)的收入相对提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

释为什么发达国家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收入(个别的除外)，也可以解释我国人民收入不断

增长的现实。  

    这时人们愈来愈关注精神需求的满足。读者收入的提高，职业上的压力，以及图书品

种的增多和图书买方市场的出现，促使读者的需求发生很大变化。   

    1.对图书品质的要求提高。在知识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大环境里，人们自然要求图书

具有校高的知识内含，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知识层次，那些内容相似、重复的图书已不受欢

迎。人们具有较高的认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那种人云亦云、跟随大流的图书，由于缺

乏鲜明特色，难以满足读者知识消费需求。1999年全国成人读书、购书调查报告中，有

30%的受调查者认为书的内容重复太多，23.6%的受调查者认为好书太少。这充分说明，只

有精品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2.要求图书具有可识别性。图书市场上图书品种数以万计，如果图书不具备鲜明特

色，就会被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图书市场中。知识经济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网络的深度扩展，

在网络经济中有一个词叫做注意力经济，就是你的产品吸引的注意力决定了你的产品市场

发展前景 。这也可以用到图书市场上。图书必须能吸引到较多的注意力，否则不能在读

者中产生影响。   

    3.读者需求变化频次加快。反映到图书市场上，就是图书内容、品种要加快更新，即

使是同样的选题，其内容必须及时跟上时代脉搏和最新研究成果，否则会被读者抛弃。在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要求人们终生学习，人们的知识更新加快，层次提高，他们可以迅速

识别一本书是具有新意，还是老调重弹，这可以说是来自读者的最大挑战。读者的挑剔性

要求出版人十分注重选题的内容及其知识含量，以免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失去读者。   

    4.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选择购书。网上书店最大的优势是可提供数百种同类图书供读

者 选择。像英国剑桥的赫弗斯网上书店，可供图书达190万种，我国的8848网上书店可供

图书也达到十万余种，还有一万余种期刊和音像制品。北京图书大厦网上书店可供50万种

图书。 借助电脑本身的检索功能，读者可以从容选择，这样便使那些品位、层次、质量

不高的图书，在网民眼中黯然失色。   

    读者的上述需求倾向给编辑策划带来了严峻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如何根据上述需

求特征，找出相应对策。   

    二、从选题策划上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一个企业只有根据变化的市场需求，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求生存，谋发展。

单从选题策划上看，主要应考虑以下几点。   

    1.开发长销不衰的精品图书。长销的精品书，不仅成本低，而且可以树立出版社形

象，在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让读者成为出版社的忠诚顾客。在他们购新书时，会自

然而然地想到本社，在他们进书店漫无目的地浏览时，也会先到书店本社书架上去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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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突出图书特色。一本书的特色可以从作者、主题、内容、封面和编排等诸多方面显

示出来。尽管要突出一本书的风格很困难，但仍有很多出版社达到了这一点，像三联、商

务印 书馆等就是如此。一旦出版社建立了某种鲜明的特色，读者要买与之相关的书时，

马上就会 联想到该出版社。作者要出书时，也会优先考虑富有特色的出版社，这又为出

版社获取出版 资源创造了优势。突出特色的中心是加强图书的可识别性。如果图书的内

容较同类书更有深 度，资料更翔实，行文更引人入胜，就能有助于读者作出选择决定，

有利于图书从琳琅满目的市场中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3.加速图书改版。图书的内容具有可模仿性，它比任何其他产品都易于模仿，这也是

抄袭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不断推出成功品牌的改版书，有利于树立出版社创新进取的形

象，不断吸引老读者重复购买，吸引新读者加入，从而有力地打击模仿者。   

    4.实施重点覆盖。如果出版社某一选题十分成功，就应把相关选题的书尽量出齐，从

而扩大市场影响，在读者心目中建立牢固的专业化形象。北京某出版单位将营销领域的书

均已出齐，并不断开发该领域的新选题，已经牢牢地树立了其专业化营销策划者的形象，

其他出版社在这方面难以与之抗衡。在自己十分成功的领域留下缺口，就会为别人突破自

己的防线以可乘之机。一旦对方全力以赴，成功地推出几本该领域的新书，就会抢走部分

市场，从而 削弱本社的优势。   

    5.跟踪图书市场。研究表明，最先开发新产品的公司往往不是最成功地经营该产品的

公司。也许它们过于看重自己产品的创新性，而忽视了其经营管理。实际上，有些出版社

率先推出了某个选题后，往往不及后来出版同类书的其他出版社。所以，一旦发现某个新

书适销，或认为它有发展前途，出版社可及时启动跟随出书的管理机制，加强该书的市场

开发，做到后来居上。   

    6.建立有效联系编辑、读者和作者的信息网络。如果出版社能与作者和读者进行顺利

的沟通，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有建设性意见及时采纳，就能加强读者、作者与本社的联

系，从而改善和巩固出版社形象，不断开发出适合读者需求的选题。网络的迅速扩展为建

立这种系统提供了可能。出版社可以建立本社信息网，为每个编辑室配备专门终端，及时

地与读者、作者进行交流。   

    三、加强选题策划管理，控制策划风险   

    任何产品开发均有失败风险，选题策划也不例外。百分之百地消除风险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没有失败的策划，就没有成功的选题。但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定量、定性的手段排

除这一风险，将其控制到最低限度。   

    影响图书成败的风险主要有：策划风险、管理风险和市场开发风险。策划风险产生于

选题策划所依赖的信息、策划过程和选题思路。错误的选题思路可能使好的选题被舍弃，

不好的选题反而被选中。管理风险与周期安排和成本控制有关，它可能导致图书不能及时

投放市场，从而贻误时机，或者成本过高(如印制成本、促销成本)，造成亏损。市场开发

风险，主要由市场开发策略失误或市场开发力度不够所致。实践中有的出版社出的书并不

比别的社在内容上有优势，但却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在管理和市场开发方

面下了功夫。可见要提高图书市场成功率，就要控制管理风险和市场开发风险。   

    在这个前提下，单就选题策划而言，可以采用如下措施降低风险：   

    1.提高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率。显然这要加强出版社的内部信息管理，构筑完善的市

场信息捕捉渠道。这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从技术上是完全可能的。   

    2.建立科学的选题论证机制和科学的决策程序。   

    3.定期剖析选题策划(包括其他社的策划)的成败得失，不断改进选题思路和管理方

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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