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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必须整合内部，形成航母；改革体制。再造流程；敏锐洞察，信息为先；优化贵 

泺 。夯 实基础 ；确定战略 。打造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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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钶言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融合 

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 。广泛涉及到 

战略管理理论、组织理论、企业资源基础理 

论 、企业能力理论的内容 。是战略论 、组织 

论 、资源论和能力论的综合。它还应该是一 

个动态性 的概念 ．一个 组织所 建立起 来 的竞 

争优势必须是持久的．一个一时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组织．并不代表其完全具备核心竞争 

力 。一个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组织，其强 

大的竞争优势应该是长期的、持续的、能长 

时间保持其市场领先地位。 

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呢?它应该是出版 

组织在从事知识积累和传播的过程 中．为取 

得市场竞争优势 。通过整合 、协调其内部各 

种知识性和技能性资源而形成的独特的、不 

易模仿 的发展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应该从 以下 5个 

方 面人手 。 

1 整合内部。形成航母 

形成出版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将规模小 、 

力量分散的中、小出版企业联合起来 ．将小 

舢 板组建成航 空母 舰 。这是形势 的要求 ．也 

是历史 的必然 。 

我 国 5o年 出版业 的发 展历史 大致 可分 

为 3个 阶段 。1949～1979年 。是我 国出版业发 

展 的初 级 阶段 。在这 一 阶段 ，出版社 的 规模 

普遍较小 ．数量也不多。除北京、上海等少数 

大都市外．其他省基本上每省仅有 1家出版 

社。出版社之间不存在竞争，基本上不考虑 

利润和经营状况，致使这一时期的出版业发 

展缓慢。 

20世 纪 80年代是我 国图书出版业发展 

比较快的 阶段 。出版社 的数量迅 速增多 。出 

书规模成倍 扩大 ．图书 的质 量有 了大幅度 提 

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出版业中开始出现市场 

竞争 ，强化了市场经济意识，有关部门开始 

对出版业实行 自主开发 。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的政策 ，国家对出版业在政策上进行指 

导，在经济上鼓励出版社 自理。从此 。图书出 

版量大规模增加 ，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表 

1)。 

裹 1 

2o世纪 90年代是我国图书出版非常繁 

荣的阶段。出版社从 1975年的75家猛增至 

500多家(表 2)。 

出版业开始走向国际化、多媒体化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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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元化和集团化发展的道路。由于人世 。出版 

业进入全球经济循环圈。 

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出版业竞争的 

激烈与残酷。经过 5年准备 ，3年试点 。1年 

大力推动。我国出版集团化进程有了较大的 

突破。到 目前为止．经过中宣部和新闻出版 

总署正式批准成立的试点出版集团有 lO家 

(中国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广东出版集 

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 

团、科学出版社集团、山东出版集团、浙江出 

版集团、江苏出版集团和广东<家庭>杂志出 

版集团)。出版集团成立以来。优势立即凸 

现。9家试点出版集团拥有总资产 268亿元． 

年销售收入达到 227亿元 。职工人数将近 5 

万。 

2 改革体制。再造流程 

出版业仍然具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要想 

打造 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 。必须强行 。断 

奶”。实行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实行政企分 

开 ，对出版业来说 ，其利在于自己可以拥有 

更多的 自主经营权 、决策权 ．可以按市场规 



律灵活决定经营方略。 

资料显示 ，20世纪 90年代出版业的出 

版产值在全国 33个行业中排名第 4，超过民 

航、保险 、食品、药品制造等行业。巨大的利 

润烘托 出出版业表面 的繁荣 ，出版业被 誉为 

“朝阳产业”，成为一些投机商人十分眼热却 

难以进入的领域。然而，透过花团锦簇 ，我们 

却看到出版业高额利润背后潜伏的危机 ，以 

1997年为例，当年全国共出版图书 12万种， 

其中中学生课本 20 710种 。各类教学参考、 

教学辅导类图书 4 000余种。两项相加 占全 

年图书品种的 20％，然而课本和教学用书的 

总印数 、总印张、出版总定价、总销售量等主 

要经 营指标 为整个图 书出版经济效 益的 

80％以上 ．可 以说 多年来 出版业 的 图书 品种 

与行业利润基本上靠课本及教学用书来支 

撑。编辑、印刷、发行和物资供应的粗大链条 

上的数千家企事业单位的“行业优势”，几乎 

依赖于城乡在校生和成人教育这个稳定 的 

“市场”而生存。然而，表面上 的高额利润却 

将成为出版业在竞争中难以清醒认识 自我、 

认识市场的巨大隐忧。 

10家出版集团组建以后，都坚持了体制 

创新，实现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与原出版 

行政管理机关彻底脱钩。自主经营，独立建 

制。辽宁出版集团经国家资产授权经营。强化 

了市场主体地位 ，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广东出版集团被广东省委明确为一个实体， 

定为事业法人 ，归口省新闻出版局 。集团通过 

其核心企业——广东省 出版集 团进行具体 

经营活动 ，集团公司依法办理了企业法人登 

记。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 。各集团所在地省 

局与集团、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基本理顺。 

同时，各集团都在现有的框架下克服重 

重困难进行了劳动 、人事 、分配三项制度的 

改革。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建立了党委领 

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整个集团核心层为独 

立的法人 ，核 心层 内 5家出版社 为非法 人 的 

经营单位 ，实行总编辑负责制 ：紧密层单位 

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实行总编辑(或总经 

理 )负责制；松散层 6个单位是集团参股企 

业 ，经营相对分 开。 

实行了体制改革后的出版集团．在政治 

上经受住了考验。他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 

大旗帜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 

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2001年，辽宁出版集 

团有 7种图书分别获得中宣部 “五个一工 

程”奖和国家图书奖，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有 6种图书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 

书奖．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从利润来看，各集团资产保值率达到 

20％ 30％，有的翻番 ，利润增长率年均 20％ 

左 右 ．销售 收入 年均 达 到 16％以上 ，实 现 了 

快速增长。由于集团化解放和发展了出版生 

产力，各集团产业投入大幅增长，有的集团 1 

年投资主业的资金等于过去 20年的总和。 

对于组建出版集团，出版界也有不同的 

声音 ．认 为大有 大的优势 ，小有小的灵活 。其 

所谓小的“灵活”，就是指在大的出版集团内 

部业务流程上存在弊端 ，它制约了个人创造 

力与创新力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在其高效 、 

快速方面不如小的，诸如社会上各类文化工 

作室 、策划室，然而，这种弊端是可以通过再 

造流程克服的，有人曾对出版管理提出扁平 

化管理的构想 ，即管理层次少。信息传递快； 

管理幅度大，控制相对宽松的管理模式。总 

之，出版集 团化的步伐不应该被小的、可 以 

克服的缺陷所阻挡。 

3 敏锐洞察．信息为先 ． 

形成出版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强化信息 

意识。对于出版业来说 ，信息有两层内涵。第 
一

层涵义是指从社会大环境中收集、汇总 、 

加工、利用各种社会信息(包括业内、业外信 

息)指导整个出版工作 ；另一层涵义则指出 

版业把自身的诸多信息(形象、风格 、出版动 

态、经费理念等)传递给公众，以引起公众注 

意 ，满足和激发其购买欲望 ，增强企业亲和 

力。从信息的这两层内涵来看 ．都需要从业 

人员有敏锐的洞察力。 ’ 

敏锐的洞察力来 自从业人员的信息竞 

争意识。要在出版上形成人人都自觉参与信 

息的收集与利用、发布与传播的氛围。将从 

业人员都锻炼成能敏锐地感受、挖掘各种业 

内外的信息 ，并能迅速 、有效地向出版社的 

决策提供依据 ，推 出精品力作 ，从而进一步 

引导社会信息的再生成能力。其效果如附 

图。 

信息渠道的建设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 

行。一是通过各种文献资料 ，如业内的各种 

期刊、书报、音像制品，尤其要精读、镁会出 

版业内外和国家新的法规政策文件。摧高政 

治敏锐性 ；二是通过大众传播获得 ；三是通 

过调研获取，可采用问卷、考察等方式踩取 

附 圈 

社会信息；四是通过座谈会、学术年会、展销 

会 、订货会 、洽谈会 、交易会 、书市等方式获 

取信息。 

最新信息的攫取，决定着出版社的策划 

方向，直接关系到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也是在核心竞争力中形成独特的、不 

易模仿的发展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关键。 

4 优化资源。夯实基础 

出版业的资源包括 4个方面 ，即；人才、 

资产、技术、信息。其中，人才资源是出版组 

织中最重要的资源。曾少雄在 2002年 l2月 

2o日<中国图书商报>撰文认为，编辑是生产 

力。是“出版单位选题策划、决策 、组稿、编辑 

创作与加工(技术制作 )、营销的能力 ．是出 

版单位生产出版物的能力；是出版单位 区别 

于其他行业 、企业的体现 ；是 出版单位编辑 

工作者整体的而非个体的创新能力 ；是一个 

出版单位编辑工作的综合创作力；是出版单 

位的核心竞争力中的核心。 可见，提高出版 

编辑的整体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 ，如何提高 出版人才的质量 ，优化 

出版阶段的人才资源呢?目前 ．我国已实行 

了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 。对从事出版 

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进行了重新认定。一些有 

识之士对编辑人员的考核也提出了具体指 

标，认为编辑的业绩衡量应包括直接赢利指 

标、图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认可度 、图书发 

行量、图书生命周期、对出版社文化、品牌积 

累的贡献、图书编校质量等 6项指标。这个 

标准非常严格 ，但对于优化人才队伍 ．增强 

编辑的责任感和危机感不无好处。应当指出 

的是 ，在强调编辑人员责任的时侯 ，一定要 

给予相应的权利，给他们创造继续学习、开 

拓视野、锻炼能力的机会。 

资产资褥c、技术奔j-}：、信息j自F露也是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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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地方科技信息服务业发展模式初探 

唐顺苹 ，张汉湘 

(十堰市科技信息管理局，湖北 十堰 442000) 

摘 要 ：通过 对十堰 市科 技信 息工作经验 的总结 ，对在新 形势下地 市级科技信 息工作 的 目标 制定 、定位 、职 能等进 

行探 讨 ．提 出了地 市级科技 信 息机构应成 为地方科技信 息资源 中心 ，网络枢纽的 目标 定位 ，指 出地方科技信息 工作应成 

为地方国民经济和信息化建设的排头兵．在直接参与国家信息化建设中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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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到来 ，我国国民经济和l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我国国民经济和l 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快发展。科技信息工作的 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基于这种认识， 在发展思路上
． 十堰市 提 出了 “443213”工 

I程，即以改革总揽全局，以发展为主题，对局 

l系统干部职工从“科学武装、大局眼光、战略 

l思维、企业家素养”4个方面严格要求，提高 

版组织的核心资源。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 

后备．没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作支撑 ，没有丰 

富的信息量作引导 ．出版业难以完成知识的 

再生 、传播 、分享 的任务 。特别 是在人类进入 

2l世 纪 ，知识进 入 飞速 发展 的时代 ，先进 技 

术运用 的程度 。直接影 响到 出版 的周 期 、出 

版的效率．影响到知识传播 的速度 ．更影响 

到出版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所以充分 

利用信息资源．密切关注国内外出版的最新 

动态至关重要。而优化人才资源、技术资源、 

信息资源 ，增强资产的实力 。是形成核心竞 

争力的最坚实的基础。 

5 确定战略 。打造特色 

出版业 的发展战 略 ．个 人认 为应定 位于 

两个 字 ：“特色 ”。唯有个性 化的东西 ．才会有 

长久的生命力 ，而核心竞争力应当具有长 

期、持续、始终保持市场领先地位的特点 ，就 

此而言 ．出版业的发展方略必须牢牢抓住 

“特色”二字．才能始终处于市场的领先地 

位。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突 

出特 色 ．必须 在创新 上下功夫 。 由于出版业 

兼有市场性、知识性 、信息性特征 。其内部资 

源有限，只有利用 自身所擅长的领域 ，开拓 

属于 自己的生存 、发展空间．才有可能力闯 

特色之路 。 

出版业 的特色之 路应是 品牌之路 ．品牌 

是一种无形资产 。其效应是无法估量的。出 

版业在打造自己品牌的时候 ．切不可低估个 

人品牌的作用。许多作者都不再看 中出版 

社 ，而希望将自己的书稿交到名编辑和有业 

绩 的 出版人手 中 ，如 出版界 的金丽红 、黎波 。 

就创下了良好的个人品牌。同样是崔永元的 

书，<实话实说>在别的出版社卖 2o万册 ，到 

了他们手上，一本<不过如此>卖 出 100多万 

册．翻了 5倍。其中的“道道”在于他们与崔 

永元合作时，谈了2o多次话 ，反复讨论书稿 

内容 ，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要按市场规律办 

事 ，从读者的需求出发。可见个人品牌的打 

造得益于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 

综上所述 ，要打造 出版业核心竞争力 。 

整合内部 。形成航母是提高风险抵御能力的 

首要前提 ；体制改革 ，再造流程是核心竞争 

力建设的必由之路：优化资源是形成核心竞 

争力坚实的基础 ；信息为先是形成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所在；而确定战略 ．树立品牌则是 

使出版业具有长久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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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ies’ 

Abstract：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ies’competitiveness requires their internal 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 of their operational mechanism．Publishers should also have a keen insight and quick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optimize their resources an d build up a solid foundation，an d form ulate clear strategies an d create 

their uniqu 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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