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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宋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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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此文是作者在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三项学习教育”培训班上讲稿的部分内

容，征得作者同意并略加修改后在本刊发表。 

加快转制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文化体制改革和解放文化生产力，对出版体制改革

和解放出版生产力，作出了重要决定和一系列指示。这体现在十六大报告中，体现在十六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体现

在李长春同志、刘云山同志多次重要讲话中，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或经党中央和国务院

批准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中。 

    这其中，有两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 

    一是李长春同志在十六大后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在多次讲话中把文化分为公益性

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并对两者提出不同的但又都有改革任务的要求，进行

分类指导。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文化出版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新的进展。对号入座，我

把出版社大都列入经营性文化产业的范畴。这预示着出版体制改革必将迎来新的重大突

破。 

    二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第34条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总的要求、总的目

标，这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

我还注意到，关于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提法及不同要求也写入《决定》

中。《决定》第34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这里是讲“产业单位”，应当理解为“企业

单位”的同义语)的要求是：“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在这一条

还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这里是讲

‘文化企业集团’， 

而不是那种事业性质的出版集团——作者注)，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温家宝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作的说明在讲到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时更进一步指出：对公益

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实行不同的管理要求。经营性单位，要加快向企业化转制，面向市

场、壮大实力、加快发展。公益性事业单位，也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加大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学习《决定》和温家宝同志对《决定》的说

明，我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对经营性与公益性文化单位提出了不同要求；这两类单位都

要进行改革；而经营性单位“要加快向企业化转制”。加快向企业化转制这句话特别引起

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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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大多数出版社都将按照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要求向企

业化转制，而且还要加快转制的步伐。由原来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向以公司制为主要形态

的企业转变，先有科学出版社和邮电出版社，然而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举措应该是国务

院决定将原定为事业性质的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出版企业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企业

集团公司。如果说，多年来关于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组建出版集团是事业性

质集团还是企业性质集团，还存在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将由被称为“国家队”的历史悠

久、影响巨大的出版单位组建而成的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企业性质出版集团公司，这就标

志着在党和国家决策层面已经“一锤定音”，绝大多数出版社都将面临着向企业化转制的

任务。 

    所谓出版社转制问题，其实质就是对出版社的法人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出版界资深出

版家王益同志、王仿子同志和我都曾发表文章，以亲身经历和历史资料介绍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出版社都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定位为出版企

业；1983年及其以后经文化部出版局报请有关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又确定为事业单位企业

管理；王益同志和我还建议将大多数出版社重新定性为企业单位。 

    建国以来，尽管出版社长期作为企业单位，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其企业的意义是有限

的。1983年把出版社定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以后，表面上在企业属性方面向后退了，

但实际上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化)和出版业

内部改革的深入，这个时期出版社企业化的程度日渐增大，远比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化分

量还大了，而不少发展更快的出版社事实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临近或开始迈入出版企业

的门槛，改制已成为这些出版社的迫切要求。因此，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把出版社确定为企业，不仅不是单纯的名称的复归，而是更具有新的历史特点和新的

时代意义的新的定位。这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出版社与市场关系更紧密

联系起来的新定 

    位。应该说，关于出版单位的改制问题，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在担

负新闻出版署领导工作期间，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

终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尽管不是每本书的优劣都只能通过发行量来衡量，但是没有一定

发行量的出版物是无论如何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传播和宣传功能的。正因为如此，早在1992

年我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的报告中就提出进行出版社改制的试点工作。2001年在《出

版科学》第2期发表的《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一文中我进一步明确地提出

应当把出版社定为企业。我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出版单

位所处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种法人性

质，已经不能适 

应变化了的外部条件。”我还作出判断，当时虽然不可能允许把出版社定为企业，但随着

改革的深入，水到渠成，出版社最终会成为企业的。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讲到出版集团问

题时说：“我注意到，近一二年来建立的出版集团似乎也没有明确为企业集团，建议加强

和深化改革，使其能够实际上按企业集团的规范来运行，最终成为出版企业集团。”通过

学习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特别是学习了李长春同志近来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若

干重要讲话，加上自己的思考，对出版单位为什么必须改制这个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认

识，现在我把它提出来，就教于有关的同志。 (ID: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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