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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宋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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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一直是出版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与难点问题。

也是我观察出版社转制的一个重点。我注意到，有一部出版理论专著竟强调地提出“出版

市场最大化”，而“出版市场最大化从目的上讲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对本书作者的这

个提法使我感到很意外，并有些迷惑不解。依据作者的经历和所处职位的积累，对此类问

题完全可以做出科学的表述，何必使用“利润最大化”又加上“从目的上讲”呢！其实，

这种多少有些时髦的提法也不是孤立地存在。在我即将完成此篇文章时，收到新近出版的

《中国出版》(2005年第5期)，内有署名汤伏祥的《出版产业发展需要认识和解决的几个

问题》。此文提出一个很是引人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出

版活动的社会效益摆在了突出的地位，认为出版活动首先应该看重的是社会效益，甚至到

现在还认为‘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文章作者

在质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个得到广泛共识的权威提法后，又追究“出版活动正是

因为承载了过度的‘社会’义务，使其产业发展受到各方的压力，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

觉”。那么，怎样才能摆脱出版产业发展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压力，使从业者“透过气”来

呢？作者在此指明了一条出路：“出版活动的社会效益应纳入经济效益之中，取得社会效

益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效益更大程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不是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出版

活动作为产业，其目的应该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者在讲了反映其撰写此文主旨的这

段话后又进一步指责实现两个效益的完美结合“实则这只是一种人为设定的理想，在认识

层面上存在误区，在操作层面上存在悖论”。  

  说实话，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关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较为系统、最为突出

的“悖论”和“误区”。由于事关重大又涉及多个层面，必将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和讨论，

也使我不得不在本文中增写一个问题，但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也只能初步地指出几点： 

  什么是出版活动(也可表述为出版工作)的最终目的(也可表述为根本目的)？“追求利

润的最大化”能够成为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出版活动的最终

目的应该像一切文化活动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定出版活动的最终目

的，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大局相联系，因此也可以表述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或者联系党和国家的大局

提出其他的提法。但是把出版工作、出版产业的最终目的归结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则是原则性的错误，因为这种提法是同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方向和社会主义出版性质相违

背的，其后果也是有害的。近来，低俗出版物、伪书的泛滥，就是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

责任造成的恶果。我注意到，汤文对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设防的:即对

“出版淫秽低俗和有错误政治倾向图书的出版单位实行严重警告甚至一票撤销制度”。我

不能不提出，指导思想与监管措施可以是相互矛盾的吗？你一面提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

目的，一面又对在“最大化”下“化”出来的结果实行“一票撤销制度 ”，两头都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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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个人在文章中讲讲是一回事，而对我们权威的出版主管机关来说，则是不可想像的。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个事关出版方针方向问题，我认为应

该继续坚持“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提法(为节省文字，一

种简化了的提法)，可以按党和国家既定方针，结合实践去发挥，去丰富，但决不可以另

行创造违背出版方针方向的“新提法”。汤文说“出版活动的社会效益应该纳入经济效益

之中”。我不知道能否与怎样纳入？近来另有一种提法：“社会效益是通过经济效益来体

现的”。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因为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都是统一

的，遇有矛盾时你怎么去“通过”？是说市场与两个效益的关系吗？我赞成占有市场份额

对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但这是讲市场与两个效益的关系，而不是讲两个

效益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来，我曾有过多次阐述。1988年3月在全国新闻

出版局长会议上我讲过四句话：“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

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文化企业)，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

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

益；在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并通过市场来实现。”

(“通过市场来实现”是2001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增补的)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结合

出版社转制，也算是与时俱进吧，对两个效益存在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长期谈论两个效益的关系，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二位，这在提法上是正确的，但两

者之间，应该还有一些辩证关系需要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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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不仅仅是一种利润指标，在很大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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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基本群众，得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只

供少数人观赏，一问世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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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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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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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效益的关系如何？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何在？恕我老迈懒惰，谨以前引的文字，

同汤伏祥和其他将出版活动目的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们商榷。 

 

转制的发展趋势不是私有化  

 

  我在本文开头说，对出版社转制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够，估计不足，首先是

我看到《中国图书商报》以一个版面、通栏大字标题发表鼓吹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

私有化的“经验”受到震惊而得来的感受。  

  为此事，我给石宗源同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ID: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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