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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应用研究：趋于实务 表现活跃 

    2004年，出版业的研究工作从总体上看更加趋向于实务化，尤其是面向出版实际工作

的研究表现得十分活跃。余敏主编的《2003—2004中国出版业状况及预测》(中国出版蓝

皮书)（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不仅全面总结了2003—2004年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而且

从出版体制改革、民营书业、出版融资、试点出版集团、报刊治理、音像电子出版、香港

特别行政区出版业、澳门特别行政区出版业、台湾地区出版业等多方面，总结与分析中国

出版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出版实务研究的几大特征： 

    1.强化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许多研究不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紧密结合出版实际

工作，致力于解决出版业存在的问题，显示出研究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特征，使一些研究成

果因此具有相当的实践应用价值。如王海云的《书店连锁经营盈亏平衡分析》(《出版发

行研究》2004.5)，李晨光的《编辑如何利用Excel核算图书成本》(《出版发行研究》

2004.11)，翁耀明的《社办发行六种新模式》(《中国新闻出版报》6月18日)，都通过公

式和实例进行出版业实际工作的研究，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陈昌文的《中小学双语教材

的现状及其走势》(《中国出版》2004.3)，通过大量材料分析研究了中小学双语教材的状

况与趋势。《书店门市工作十六条》(《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3月5日)，对书店门市工作

的主要技巧进行全面总结，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一些期刊还致力于对区域出版业的分

析，集中分析研究区域出版业的具体问题与发展方向。如《出版经济》第10期“中部出版

论”对湖北出版业的专题研究，《出版广角》第7期“文化广东之梦”对广东出版的集中

解读等。还有不少的文章，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来研究出版业，也显示出出版研究的实务

性，如《出版经济》2004年第7期的“出版亿元俱乐部”专题，对经营码洋超亿元的出版

社情况进行了深入解读。叶新的《2003年我国版权贸易统计分析》(《出版广角》2004.9)

等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来研究出版产业的现象与问题，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2.引入专业理论和分析工具，为出版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野。如尹章池的《影响我

国出版市场的制度因素、制度缺陷与化解设计》(《编辑之友》2004.4)一文，运用制度经

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变迁机制理论，对我国出版业的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制度的4大强

化机制和制度变迁的4个特征，由此研究我国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制度缺陷及化解道路。刘

凯的《论宽带薪酬在出版社中的应用》(《湖南社会科学》2004. 1)一文，则应用国际上

一种新型的薪酬理论——宽带薪酬结构理论，对出版社的薪酬模式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

路，并给出了具体的应用方法。蔡继辉的《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出版

经济》2004.9)，运用竞争力理论和大量数据，对我国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深入的

比较研究。这些文章体现了出版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不仅有较大的启发性，而且具有较

强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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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些研究争鸣性比较强，在观点的交锋中推进了对出版业的辩证思考。如对我国当

前的版权贸易形势，有的人认为目前版权贸易中的大量逆差严重影响了中国版权贸易的健

康发展，今后要以版权输出为版权贸易的主要目标(姬沈育《当前中国的版权贸易应侧重

版权出口》，《河南财经学院学报》2004.1)，有的人则认为我国当前的引进大于输出是

合理现象，坚持引进为主仍是当前的主要方向(张明旺《当前版权贸易要坚持以引进为

主》，《编辑之友》2004.l)。在出版体制改革中，有的人认为出版业的方向是市场化，

“经济效益是编辑出版的基本目标”(李继峰《编辑之友》2004.2)。有的人则认为，出版

业的事业特征和事业方向是需要永远坚持的。雷群明在《出版永远是一种事业》(《编辑

之友》2004.6)一文中，通过评述邹韬奋的出版观，提出出版业可以“赚钱”，但赚钱应

当是为了事业，出版应该永远是一种传播进步文化的事业。 

    4.研究视野的国际化。在出版物分销业向外资开放后。出版业的国际化进程迅速加

快。出版研究的角度和眼光也日渐显示出国际化特色，表现为更多地从国际出版业发展规

律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在2004年，有多个国际性出版论坛召开，包括9月在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召开的“2004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10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十

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等，大量中外出版专家在论坛上进行讲演和学术交流，许多文章

从国际化背景下研究发展中国出版业问题，如《出版科学》2004年第5期的《国外出版业

宏观管理体系探析》(李祥洲)，第6期的《探求亚洲国际化出版之路》(王建辉)；《中国

新闻出版报》7月5日的《大力培育新马华文图书市场》和9月2日的《中国大陆海外版图书

市场消费状况分析》；《编辑学刊》2004年第1期的“国际性大都市与上海出版”专题和

“现代出版业与香港出版”专题等。这些文章均从不同角度，以国际化的视野，对中国出

版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在国际出版研究方面，余敏主编的《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研

究》(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一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美、英、法、德、日、加、俄等的出

版管理体系。 

出版实务研究的热点问题： 

    1.出版体制改革问题研究。2004年比较有影响的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2004年4月

举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暨出版单位转制问题研讨会”，5月于桂林书市期间举行的“全国

出版体制改革研讨会”等。在出版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中，讨论较多的，一是关于出版单

位企业转制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讨论，二是关于出版单位企业转制的主要内容与路径选

择，三是出版单位企业转制的个案分析与经验介绍。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多个论

坛和多个媒体上都对转制和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路径选择和主要内容等进行过阐述。郝

振省在《出版业转制的逻辑推演》(《出版发行研究》2004.6)一文中提出，制度变革在出

版业的改革中处于核心位置，其发展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其实质则是产权制度改

革，其路径是产权多元化和产权人格化。姚德权在《新闻出版业的分类与分类发展》

(《编辑之友》2004.4)中，对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分类标准问题，提出出版单位可以分为宣

传导向型、社会服务型、商业经营型三大类，并按照不同的规律实行不同的改革路径。在

出版单位企业转制的案例方面，包括外研社、法律社、科学出版集团等均在相关论坛和媒

体上介绍过其体制改革的经验。此外，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四川新华发行集团的转制经验

也受到广泛关注。 

    2.民营书业发展问题研究。对民营书业的研究，主要包括讨论民营书业在中国出版业

中的地位与作用，民营书业的发展前景，民营书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民营书业发展个案报

道与分析等。肖东发的《民营书店20年》(《出版经济》2004.2)对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进

行了回顾与总结，钟鼎文的《民营书业大盘点》(《出版广角》2004.8)则对民营书业的发

展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中国图书商报》的“民营图书分销企业的困境与出路”系列报

道，则对民营书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进行了深入挖掘。朱胜龙的《体制外力量崛起

催化图书市场变局》(《出版广角》2004.8)一文，则从国有出版业角度出发，提出民营力

量在发行领域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国有出版业对民营力量的合作与资源整合，是一种双

赢的策略。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参考》等，都有相当多



的文章对民营书业进行报道。 

    3.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问题研究。通过对中外出版的比较研究，提出国内出版业存在

的差距和发展方向，是出版业国际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

了分析和比较。如《中外书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江翠平，《编辑之友》2004.1)，

《中外出版业经济政策比较》(罗紫初，《大学出版》2004.1)，《中外图书市场消费比较

研究》(李凌芳，《图书情报知识》2004.2)，《英国现代图书出版业的特点及对我国出版

业的启示》(黄永华，《出版发行研究》2004.5)等，这些文章通过中外比较，为我们提供

了一些翔实的数据和具体的结论，对发展我国出版业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4.出版集团建设和连锁经营研究。2004年，集团建设和连锁经营研究仍然受到较多的

关注。但与前两年相比，研究文章的数量有所减少，研究内容则更加侧重于从细节入手，

研究集团与连锁经营的具体发展方略及发展经验。如肃宁的《出版集团人力资源的整合》

(《出版广角》2004.3)，高诚毅的《对出版集团的供应链功能的分析》(《出版广角》

2004.10)。《中国新闻出版报》7月16日的《发行集团如何整合营销网络》，《中国图书

商报》3月5日的《出版集团的先天不足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补救》和4月9日的《连锁经营如

何配货》等，均从具体问题入手对集团与连锁经营进行研究。刘拥军的《集团·连锁·大

发行商》(《出版广角》2004.6)一文，则从产业发展趋势出发，提出目前区域集团式连锁

经营的几大弊端，并提出建立全国性大发行商应是下一步发展的大方向。另外，通过案例

形式对集团与连锁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如《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是怎

样推进改革的》(《出版发行研究》2004.1)，《江苏发行集团连锁经营不完全发展报告》

(《中国图书商报》12月3日)，《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整体改制纪实》(《中国新闻出版报》

6月15日)，《民营书业连锁现状启示录》(《中国图书商报》4月16日)等，均是从案例角

度总结集团发展经验。 

    5.读者阅读倾向研究。2004年，对读者的阅读与购买消费倾向的研究开始引起重视。

2004年11月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了《第三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

查》，该调查作为在全国进行的大型国民阅读抽样调查，反映了我国国民的整体阅读消费

走向。调查揭示的“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等结论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央

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数十种媒体争相报道，也引起出版业对国民阅读消费问

题的关注。此外，2004年在上海、广州等地区也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区域性居民阅读消费调

查，上海还首家设立了“市民阅读指数”来反映市民阅读走势。此外，北京的开卷图书市

场研究所也在进行全国六城市居民阅读调查，一些媒体和出版社机构也纷纷进行专题性读

者调查。这些阅读调查的开展，使读者阅读行为研究成为出版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004年出版实务研究还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整体上仍然比较薄弱，跟不上

实践发展的需要。例如对出版业的体制改革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仍然缺乏比较系

统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改革研究虽然是研究的热点，但多数局限于某些方面的理论阐述，

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二是仍然以经验性研究为主，泛泛而论

的占多数，通过理论分析与产业实际结合的深入阐述的文章仍然比较少（包括对出版业高

新技术运用，对出版业产业化发展的理论，对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思考，对民营书业发

展的规律性分析，对出版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等）。相信随着出版业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些

问题也将逐步解决。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本文摘自2005年1月17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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