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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刷百强看中国印刷业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印艺》2010年第9期总第321期 作者：王丽杰 

《印艺学会月刊》出版总监李育才先生来信邀请，希望笔者参与「印刷未来之变

和应变」的主题讨论。我想，对于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题目，如何切入才能真实地把握

行业的脉动呢？这时，由我主持的《印刷经理人》杂志刚刚做完「中国印刷企业100 

强」2010 年度的评比工作。百强排行榜自2003 年开始，历时已有八载，是中国印刷

业强势企业的集体亮相，也见证了印刷产业规模格局的演变进程。由百强企业这个最

为先进、且站在行业变革前沿的群落来观察中国印刷业的未来变化情况，应该是一个

可参考的角度，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 

从今年的榜单来看，百强企业的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做大做强、资源整合之势将愈走愈强。本年榜单100 家企业的2009 年度销售收入

总值为650亿元，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最新披露的数字，2009 年全国印刷工业总产值

已超过6,000 亿元。100 家最强势企业占据的份额超过10%，考虑到这些企业在全国

10 万余家企业中，企业数占比仅千分之一，员工人数占比不足4%，就可见这些企业

的巨大能量和在国内印刷业中所起到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来看，这些企业在行业中的角色地位会越来越重要，这将是内外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因来看，百强企业除凭借规模优势与品牌影响力稳定扩大产能

外，多有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加速度提升规模的计划和动作。今年百强中，已有

15 家企业销售收入过10 亿元，10 亿航母的企业家数创历年新高，就是一个很明显

的例证。从外因来看，今年国家政策对印刷产业的着力点，是推动印刷产业由印刷大

国向印刷强国的迈进，新闻出版总署也正在制定相关措施，将通过认定、扶植一批示

范企业，加快印刷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而这些将享受更优惠政策支持、加快发展步调

的企业，也会向大型印刷企业或集团倾斜。 

其二 

增长极将由单一走向多元。从中国印刷业3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珠三角曾是强劲

的增长引擎，港企北上与北书南印合流，造就了珠三角的印业繁荣与对全国各地的示

范效应。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与国际市场的全面对接和内需的快速增长，更多地

区加速崛起，成为中国印业新的增长极。从今年榜单来看，珠三角百强24 家，平均

销售收入8.15 亿元；长三角百强41 家，平均销售收入6.17 亿元；环渤海百强9家，

平均销售收入5.34 亿元；而在华中的湖北湖南、西南的重庆四川等地，新的印刷力

量也在集聚。 

由一枝独秀到多地走强，表明中国印刷产业将面临更为宽广的市场空间，而有实

力的印刷企业也看准「多元增长极」的未来趋势，积极在各个增长极地带布点，抢占

市场先机。广东、上海、北京，往往是这些企业的首选发展之地，而新的落子目标，

正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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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混业经营成为分散风险的重要方式。大型印刷企业在规模走强的同时，为了分散

风险、稳健经营，往往采取混业经营的模式。在今年的百强中，更多企业由单一业务

模式拓展为复合业务模式，尤其传统的出版物印刷企业，涉入包装印刷、其它印刷的

情况比较普遍。 

在内地印刷人的印象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印刷产业带有着鲜明的个

体特征：珠三角的外单承接能力较强；长三角服务对更为综合的业务需求，例如包装

印刷配套服务，居于主流地位；环渤海的出版资源最为丰富，出版物印刷企业相对集

中。但是，印刷企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正逐渐弱化上述地域特征。今年的百强榜单

中，开始显现渐趋同化的迹象：在三大产业带，包装印刷的主流趋势都相对明显，混

合印刷业务也成为大多数百强企业的常规业务结构。这或许在彰显着一个未来的发展

主题：对广大内需市场的深度挖掘，对更广泛客户群体的全方位服务，会是未来印刷

业发展的新动力。 

其四 

数字印刷技术加速融入传统印刷产业。百强榜单中历年都有关于「印刷方式」的

统计，去年榜单显示，有11 家企业引入了数字印刷方式生产。而在今年榜单中，这

一数字已升至16 家。在这些印刷巨头中，有的是传统出版物印刷企业引入数字印刷

设备，甚至建立数码印刷中心开拓新的业务方向；有的是包装印刷企业尝试应用数字

印刷技术，增加新的服务方式，改良业务流程；也有的是从事其它印刷业务的企业在

探寻数字转型，其中包括票据印刷企业、文具印刷企业等。从这些行业中的先进型企

业的探索可以推断，数字印刷的触角已进入广泛的印刷领域，并启动了加速融入的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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