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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出版业竞争力的提升 
◆张  玲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现代出版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

的地位。其特殊性表现为现代出版业的双重属性，涉及物质和精
神两个领域。首先，出版业具有很强的商业特性；同时又是一项
文化事业，传播文化是其坚定不移的目标。现代出版业充分体现
了商业性和文化性的融合。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体现了高经济效益
和高社会效益的融合。而对于两重属性，我国明确将社会属性和
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 

因此，现代出版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一个国家的出版业发展水平，是反映该国经济、政治、科学、文
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基于出版业的重要地位，出版业对人类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
发展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世界各国政府对出版业都给予高度重
视，加强保护，强化管理。现代出版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
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除了有一整套行业制度
来对出版产业的正常运行加以规范管理外，还设立由专门机构对
出版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管理。首先，这些国家普遍重视法律管理
手段，时至今天，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如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等；法国的《宪法》、《出版自由法》
等；英国的《青少年有害出版物法》、《图书贸易法》等；德国的
《基本法》；日本的《著作权法》、《青少年保护条例》等。这些
法律、法规使出版业从总体上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符合推
动人类精神向上的本质，体现了政府的宏观管理思想。其次，因
为现代出版业又是一个可以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产业，行业之
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充满着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每个国家
的出版业都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国家如不出面对这些薄弱环节
进行有效的扶持，那么这些薄弱环节则很容易被实力较强的其他
国家的出版产业攻破。这种后果是，其市场不仅仅被强手侵占，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还存在另一层隐忧，即造成文化上的被侵略和
被殖民。因而，现代出版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大多重视在经济政策
上给出版业以扶持，重视对出版业进行资金投入，在制定经济政
策特别是税收政策时对出版业加以倾斜，重点保护本国出版业，
鼓励本国出版物对外出口，有条件地限制外国出版业在本国的发
展。 

随着中国加入 WTO，中国出版业开始审视自己的处境，认
识到激烈的全球竞争已给中国出版业带来的难得机遇和巨大挑
战；认识到中国出版业也必将融入全球竞争的时代潮流。 

除了在市场化、产业化、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外，我们还有
人才差距、管理水平差距、思想观念和意识方面的差距等等。当
我们正视这些差距时，我们不禁要问：面临来自于全球出版业的
竞争压力，中国出版业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能否得到尽快的提
升？更重要的是，面对愈来愈强的竞争压力，我们应该采取什么
样的对策和战略，提升中国出版业的竞争力水平，应对来自国际
出版业的竞争和挑战？ 

通过对出版业及其相关产业价值链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版业
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如下： 

（一）生产要素 
1、初级生产要素 
出版业所需要的初级生产要素主要有：非技术人工、半技术

人工、纸张及其原材料、资金等。 
2、高级生产要素 
主要是各种高级人才（包括出版企业家、作者、编辑和高层

次的营销人员），以及高科技的出版介质和使出版流程电子化的
机器设备。 

（二）需求条件 
我国出版业很大程度上还是主要依靠内需。 
1、国内市场的性质 
（1）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吻合度 
由于语言的障碍，民族文化的差异，应该说各国对出版物需

求的差异很大。但是对于一些专业性图书（及版权）和某些大众

畅销书（及版权）还是具有世界性市场的。 
（2）客户的素质  
由于出版物主要是一种知识消费品，完全可以实现按需生

产。所以主要是看本国读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应该说文化教育水
平越高的客户对出版物的要求越高，从而会促使出版企业不断地
改进和创新。 

2、国内市场的规模与成长模式 
在各种出版物的生产过程中，规模经济效应都非常明显。因

此，对于出版业来说，市场规模越大、读者越多，竞争优势越明
显。另外，国内需求的高层次和超前性，也会迫使出版企业继续
创新和升级。 

3、国内市场需求国际化的能力 
主要体现在向国外读者营销的能力，让国外的读者对本国以

及本国文化加强了解，从而增加对本国文化产品的需求。 
（三）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从前面产业价值链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出版业的竞争优势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上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1、上游产业 
主要是提供稿源的作者队伍，从大产业角度看，还包括排版

和印刷的设备供应商。作者具有竞争优势，指他们创作水平的高
低，即所创作的作品是否符合读者的需要、是否受读者的欢迎；
而高质量、迅速跟上时代步伐的设备供应会加速出版方式的现代
化，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2、相关产业 
相关产业主要指与出版过程和出版载体有关的产业，如传媒

业、信息产业（包括软件业和网络业）、造纸业，以及商品批发
零售业、商业服务业是否具有竞争力，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可以间
接通过产业价值链对出版业的竞争力产生提升效应。如发达的传
媒业以及高素质的文化环境，可以为出版业提供优质的出版资
源；而信息产业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出版载体的质量提高、更新加
快，从而增加竞争力；而商品批发零售业的发达可以加快出版产
品的流通和发行效率。 

3、国家政策 
国家对出版业甚至整个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政策倾斜、

资源偏向以及保证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一定的融资便利、税收
优惠、相关的产业扶持等，都有利于出版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由上面企业价值链分析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一方面，
各个环节都可以增加企业竞争力，有助于企业实现其成本领先战
略和标歧立异战略。另一方面，这些环节中最重要的就是策划和
推广发行两个环节。因此出版业如何在这些战略性的关键环节上
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成为出版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的出版企业走出国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版权
输出进一步增加，输出和引进的版权进一步优化，国际影响力也
不断提高，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出现中国出版企业的身影，
在国际出版业市场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