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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新闻出版署教材建设重点项目中的"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

材"之一。既是唯一与"史"有关的教材，又是第一部把出版史和编辑史融为一体的的尝试之作。 
 
  这部教材力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在探究历史规律，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抓住继承中国编辑出

版历史上的优良传统这一主线，以丰富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讲述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编辑出版活动，并且在大体
上按文化背景、编纂机构、编辑活动、重要的编辑家及其成果、图书生产技术及形式制度、图书流通发行等展
开阐释。体现出整部书的纵横有序、眉目清楚，既便于专业教师讲授和学生掌握，又便于编辑出版专业人员的
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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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编辑出版史》是首批《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材》中的唯一以史为中心内容的教材，讲

的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编辑出版事业发展史。该书出版后受到了编辑出版专业师生们的欢迎，先后加印了3
次，在一些以编辑出版史为议题的研讨会上，我们也曾广泛听取过各方面的意见。其中一项很好的建议就是希

望续编下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应该说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要涉
及许多敏感时期的敏感话题，有些问题相当复杂，表述上也有相当大的难度。近年来形势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

克服这些困难的基础和条件：一是不少老同志撰写了总结回忆建国50年和改革开放20年历史经验的文章，特别

是方厚枢先生收集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发表了系列成果，前30年的内容由方老执笔；二是2001年由中国出
版科研所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通史》开始启动，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对出版史的意义、要
求、写法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三是肖东发近年招收的博、硕士研究生大多以出版史为研究方向，愿
意参加此项工作，许欢、钟智锦、陈敏、张曼玲、贾波、王和平、杨虎、丁永勋、刘福玉、周易军等先后参加

了后20年及港澳台等章节的起草和校对工作，使本书得以按期完成。全书的结构和章节安排是由肖东发和方厚
枢先生共同拟订。最后由肖东发、李晓晶对书稿的内容做了必要的协调统一工作。 

 
  本书杀青之日，适逢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六次代表大会,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立为我党的立党之

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总结50年来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了"三个代表"是我们编辑出版的

根本方向。我们应该确立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指导思想、价值评价体系和编辑理念，也就是说编辑工作必须
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基础上引导读者，为读者大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最佳结合，使编辑出版工作始终配合时代前进的步伐做出新的贡献。 

 
  本书的编著得到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的亲切关怀以及编审委员会的指导。阎晓红、吴道

弘等领导和专家对全书内容进行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撰稿者曾参阅或引用了不少前辈
的著述和论文资料。我们在书后附有参考文献。在此谨向有关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希望对本书存在的疏漏
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使之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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