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站自2005年开始，过刊仍然提供下载，新刊在半年内将不提供下载， 欢迎订阅

   Publishing Science    首页 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4年第四期  

 
目 录 

卷首语

· 科学发展观与出版业的发展 / 王建辉

专论·特约稿

· 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 宋
木文

编辑学·编辑工作

· 编辑学理论研究需要新的提升 / 蔡克难

· 试谈编辑基本规律 / 王志刚

· 期刊编辑结构与编辑规律 / 徐柏容

· 也谈编辑方法 / 阙道隆

· 应该建立一个近现代汉语电子文献库 / 
黄河清

出版学·出版工作

· 产业结构分析与中小出版社的竞争战
略 / 李 波

· 经济全球化与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 / 杨
小岩

· 出版业价值链的管理与整合 / 姚德海 
刘丽华

· 美学在科技期刊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 黄
寿恩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 我国网络出版发展与出版组织变革的关
联性研究 / 尹章池 曾建华

· 试论电子商务涉及的版权问题 / 段 维

书苑掇英

· 选题策划的科学思维和预测 / 郭有声

· 由“资格考试”说到“偏科教育” / 赵 
健

· 电子出版——伸向科普传播的橄榄枝 / 
方 玮

· 创办心血管病科普期刊的可行性分析 / 
寿宇红

编辑史·出版史

·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 刘 霞

· 近代史上第一刊：《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探微 / 杨 勇

· 刘禹锡与图书编撰 / 曹 之

· 章士钊与《独立周报》 / 龙敏贤

编辑随笔

· 弘扬韬奋精神 / 巢 峰

· 《中国出版编年史》（上、下）问世 / 
边 集

·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第一辑出
版 / 凡 丁

 

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宋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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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制是重塑市场主体的需要 

    出版社为什么要进行转制？首先是由于产业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不改制不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都亲眼目睹又亲历其中的一个巨大变化就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得出版产业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管理与运行手段

也逐步失灵了。虽然我们现在仍必须坚持对出版产业市场准入的严格审批，但出版产业已

经不再是一个非竞争性的行业，竞争在日益加剧。不能说一搞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企业就得

改变审批制，更不能说继续保持审批制就要改变出版单位应该成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竞争

加剧向所有的出版单位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你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市场主体了？

在计划经济 

条件下没有竞争，或者说竞争很不充分，新型市场主体的问题不可能提出，现在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地摆在绝大多数出版单位的面前。改制究竟改什么，就是要改变出版社目前普遍

实行的“事业单位”的法人性质。因为，新型的市场主体最典型的形态就是公司制，无论

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公司，概莫能外，就法人性质而言，就是企业法人。出版单位普

遍实行事业法人显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产业正在形成并将日益完善的

市场竞争。作为新型的市场主体，其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够做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自负

盈亏。对那些将被确定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出版社，由于其承担的任务不同，不能要求它

们完全做到自负 

盈亏，必须有公共财政的充分投入和支持，否则就不成其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了。由此可

见，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要求非企业法人是无法承担的。谈到经营，最重要

的而又长期被我们所忽视的就是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

“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对国有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国

有资产的经营授权。许多出版单位长期作为事业法人，在法理上就不可能取得国有资产的

经营授权，而没有经营授权，出版单位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出版集团成立

两年了，直到近日改建为企业集团公司后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

社的经营活动范围远比计划经济那个年代大大拓展了(尽管那时还是企业)，不仅要进行商

品生产，还要进行资产和资本的经营，不仅要进行直接融资，还要进行间接融资，不仅要

经营有形资产，还要经营无形资产，这一切，如果不是企业法人，不取得国有资产的经营

授权，将无从谈起。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法人属性大家并不都

觉得妨碍生产，就在于那时出版单位的经营活动企业化程度还比较低，当时整个国有经济

体制改革也处于初期和中期阶段。而随着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为了加强出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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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本来就面向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出版社也必须缩短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

主体的距离，并通过深一层次的改革使之与其相适应，最终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这是过

去改革的继续，更是新一阶段改革的开始，如此深刻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必将经历

一个破与立、改与建的过程。李长春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国有文化单位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合格的市场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改革中，重塑市场主体是

关键环节。这就指明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当前，国家关于事业单位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对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种体制，

可以有“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两头沾”的好处，我还想过这种体制对于坚持正确

方向加快出版业的发展有“双保险”的作用，从80年代中期以后十多年的实践看，也的确

有这个效果。随着国家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原有政策的“模

糊空间”将逐渐清晰，想要继续保持“两头沾”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当前，国家对事业单

位的改革也正在全国范围紧锣密鼓地推进。严格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改革主要是指那些承担

社会事业发展和公益服务供给的单位，绝大多数出版单位总体上作为公益服务性质并不明

显，且又必须是盈利的单位，在改革的大格局中，不能再有从前那种生存的“模糊空间”

了，必须列入转制为企业的一类。这种“模糊空间”的造成，也与我有关。在20世纪80年

代，关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确立与维护，在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我讲得最多，所以从

1992年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观点的变化实际上是随着改革的发展带来的自我否定。多年

来，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一直把出版作为企业来看待，税收、财政、计划部门都是如

此。只是我们自己长期把自己定性为事业单位，实际上早已与真正的事业单位相去甚远

了。因此，还是要名至实归为好，还是应当按中央的指示，把出版社转制的工作做好，做

扎实，做得富有成效。 

转制是发展文化出版生产力的需要 

    出版社转制是发展我国的文化生产力，为作为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文化增添物质力量

和精神力量，更是增强精神力量和提升软国力的需要。大家知道，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

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科学论断。十六大报告又

进一步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是对文

化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进一步阐述，有着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学习十六大报

告、重温十五大报告关于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科学论断，联系出版体制改革，我主要有两

点体会。 

    第一，文化(包括出版)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因为文化产业在现代社会

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增大，已经成为或正在向支柱产业的目标迈进，特别是随着未来

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必将成为巨大的经济力、物质力，又被学术理论界称之为“硬实

力”“硬国力”，在综合国力全球化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同时，更为重

要的，为文化产业根本性质和特征所决定(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或载体)，它的发展对经

济和政治的发展有着日益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成为伟大的文化力、思想力，又被学术理论

界称之为“软实力”“软国力”。这也就是向各族人民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

持和思想保证。关于出版产业的经济力与文化力的关系，目前还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文

化产业产生的经济力、物质力、硬实力、硬国力与文化力、思想力、软实力、软国力又是

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文化(出版)产业越先进、越发达、越普及，它所产生

的文化力、思想力、软实力、软国力也越大。这两者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 

    第二，由于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而文化则不能一体化，应

当是因民族、因国家、因地区不同而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多样化。美国作为世界惟一的超

级大国，不仅在全世界推行其经济霸权、军事霸权，而且也在推行其文化霸权。在综合国

力的各个方面，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有材料说，美国400家强大

公司中文化企业占1/4。美国目前控制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60%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

作。我也看到过我国新闻出版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统计，但我觉得有些估计过高。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我国年出书现已高达19万种，而人均购书量不足六册，多年没有随着出书总量的增长而增

长。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因为这涉及到图书在广大城乡民众中的影响力。如果在

实行经济一体化 

的同时也实行文化一体化，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那只能是有助于美国当权者想要

达到的美国文化的渗透，实现其文化霸权的图谋。美国对我国实行“硬”“软”兼施的两

手战略。所谓“硬”的一手，即向我国强力推销其物质产品，使我国成为其商品的销售和

消费市场。所谓“软”的一手，即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又赚大钱又企图

冲击消解我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依照国际法律留下的空间和国际惯例设立

多个防线，作为应对的措施。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文化与

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中，出版业担负着神圣的使命。它是凝聚民族精神和形成国民共识的基本载体和基

础工具，也是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强大力量。 (ID: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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