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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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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非常重视软国力的提升。我认为软国力的核心内涵就是广大人

民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度。出版产业要通过自己的编辑出版和大众传播工作，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入人心，把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来。我们长期谈论两个效益的关系，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二位，这在提法上是对的，

但两者之间，应该还有一些辩证关系需要探究。两个效益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有点像韩

愈所讲的“文”与“道”的关系，韩愈讲“修辞明道”，说的是没有华采的文章是不足以

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传播久远。我理解，经济效益不仅仅是一种利润指标，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种出版物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没有一定的发行量，没有一定的传阅

率，任何出版物的思想内涵和宣传教育作用都无法实现。针对某种特定情况，文化界有人

说有的文化产品“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得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

宿”。这几句话虽有些尖刻，确属实话实说。可见，只供少数人观赏一问世便被束之高阁

的绝不会是真正的精品力作，更不用说是传世之作了。当然文化出版史上也曾有例外，但

普遍意义上讲，肯定不是这样。通过出版社的改制及整个出版领域的改革，以我们高质量

有影响力的出版物的大量出版与传播，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而这

种“道”如果没有一个功能齐备、手段强、实力大的出版产业来支撑，是行之不远，施之

不久的。改制就是要加快出版产业发展，尽快地做强做大，使出版业真正能够为我国的综

合国力增强、文化竞争力提高、软国力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于1998年在《出版发行研究》第1期发表的《要高度重视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的研

究》一文中曾谈到，由于文化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文化建设与经济

基础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

系，文化生产力(这里是指广义的文化)越来越直接融入社会生产力之中”。2004年5月11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一文也谈到，由于文化含义和功能的

变化，由于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丰富与提升，“其结果，便是使文化同时具有了上层建筑与

经济基础的双重性质与功能，越来越在综合国力的全球化竞争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样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自知理论功力不足，但看到署名艾裴的这篇文章，又感到我

在七年前讲的看法虽 

不能说是言之成理，却也不是信口开河之言。当然，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和科学还有待于理

论界的深入探讨，更需要社会发展进程的检验。联系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

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与实践，随着知识经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广泛认同，对上层建筑与经

济基础理论问题联系社会实践继续进行探讨还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我在这里把有关问题

展开来说几句，就是我觉得应该把文化(出版)产业发展同当前与未来国家发展的大局联系

起来，从而扩大视野，增强我们做好出版改革、促进出版产业发展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积极妥善地做好出版社转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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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为了解放生产力，就要改革阻碍生产

力发展的制度和体制。这必然引发不同社会人群利益的大调整。我们出版社的改制，不会

像国有工商企业改革那样引发千百万人的下岗待业，但也存在在职人员利益的调整，而且

得失各有不同。因此，要落实政策，做好工作。例如转制前后如何解决社内人员劳动工

资、离退休职工待遇等问题，就很需要认真对待。一是用好用足国家现有政策，争取国家

在政策上进一步支持。一是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加以解决，以安定人心，

激励先进，推进改革与发展。 

    出版社转制，不仅是被转制单位的工作，还涉及领导和主管出版社转制工作的党政机

关如何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改进领导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妥善调整多年实行

的主办主管制度问题，以及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如何适当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少政府直接

(或微观)管理的问题，这是出版企业法人自主经营、重塑市场主体所必需的重要条件。 

    出版社转制是大势所趋，是许多出版社多年前就提出的要求并已在实践中有所探索和

突破。因此，我深信在出版社转制上走在前头，取得改革新成果的出版社会越来越多。我

衷心祝愿出版社转制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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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初四)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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