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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品图书全景呈现改革
开放40周年壮阔图景

今年以来，一批精品图书全景呈现了 40年来中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全景领域波澜壮阔的
发展进步。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
顾与思考》，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
主任高尚全。

《大国根基：中国农村改革 40年》（广东经济出
版社）、《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1978-2018》（清华
大学出版社）、《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中国的治理变
迁 （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国
基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激荡四十年：中国
企业 1978—2018》（中信出版社） 等书从制度建设、
基础建设等领域回顾和分析了改革开放 40年的壮阔
图景，反映了中国出版界服务大局能力的提升。

可以看到，主题出版学术含量、理论创新含量

提升，不少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的主题读物频频登
上畅销书榜，不管是内容策划还是营销推广，主题
读物正在向精品化努力。

二、出版管理体制变革，新
闻出版管理职能并入中共中央宣
传部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 《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方案》，其中，新闻出版工作划归中共中央宣
传部，由中宣部统一管理。

三、出版界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

今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出
版了一批好书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持续推进。

在中宣部直接指导下，人民出版社精心组织出
版了 《共产党宣言》 纪念版、《资本论》 纪念版及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15
种）。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所
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 （党员干部读本）》《世界
社会主义五百年 （党员干部读本）》；民主法制出版
社出版艾四林总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丛书》等。

一批理论著作，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
础理论问题和重点难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深刻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杨耕教
授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当
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丛书》，高放教授主编的

《世界社会主义史》等系列图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赵敦华所著的《马克思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等。

面向大众读者的图书，既有对马克思人物生平
的全方位展示，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生
命力的全面揭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有情感、
有温度，如韦建桦主编、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 《马
克思画传》；袁雷、张云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接力出版
社出版的面向青少年读者的 《<资本论>少年彩绘
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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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政策利好，增值税
优惠政策持续至2020年

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继续实
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确定自2018年1月1日
起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

值税；对 7 类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 100%先
征后退的政策；对2类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
先征后退 50%的政策。各项优惠政策和过去基本一
致，有效期仍是3年。

该政策充分体现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在出
版界纸张成本飙升、人力成本逐年上涨、电商折扣
战挤压上游合理利润的当下，从资金上给出版企业

“输血”。

五、《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公
布，促进全民阅读久久为功

3 月 31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 《全民阅读
促进条例 （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至
此，国家层面的阅读立法工作已经尘埃落定，促进
全民阅读，久久为功。

在 2018年各大城市的政府报告中，几乎各个城
市都提出要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之城”。
全民阅读热潮持续升温。以读书化人、育人、立
人，正是全民阅读重大意义所在。

六、加大书号调控力度，引
导出版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多种问题累积，导致图书的单品种效益不断降
低，库存图书越来越多。数据披露，全国出版业的
图书库存已经超过当年的造货码洋；图书单品种平均
印数从 1994年的 6万册下降到 2017年的 1.8万册，下
降了70％，这说明，图书单品种的边际效益逐年在下
滑、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市
场上的重复跟风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层出不穷，出版

业依靠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家出版管理机构对书号

总量进行了宏观调控，图书品种快速增长局面得到
控制，重印图书品种增加，单品种图书的销量实现
了增长。据 CIP 统计数据，2018 年上半年全国各出
版单位共申报各类图书选题141527种，比2017年同
期减少9406种，同比下降6.23%。

当然，书号调控政策也使得不少出版社感到不
适应，自费出书的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民营书业
企业感到了更大压力。书号资源趋紧，对出版社来
说，要求杜绝平庸出版，改变以品种扩张带动规模
增长的观念，实施精品战略。

七、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
童书展博洛尼亚书展主宾国

3 月 26 日，第 55 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开
幕，中国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童书展博洛尼亚书展主
宾国。近百家中国出版单位精选的 4000多种优秀原
创精品图书参展。

博洛尼亚书展远不只是一个童书版权贸易的商
业平台，它为儿童图书领域各方面的国际交流创造
着条件。博洛尼亚书展长期以来是由西方话语主导
的，然而，随着中国少儿出版的市场规模与原创实
力的不断展示，中国少儿出版开始融入世界主流出

版圈并逐步掌握规则。2018 年，中国成为博洛尼亚
书展的主宾国；2018年9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原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国际合作
部主任张明舟当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主
席，成为该组织最高领导岗位上的首位中国人。

从 2004 年开始，中国少儿出版持续保持两位数
的年均增长。目前，少儿图书已经成为图书零售市
场最大细分板块，中国年出少儿新书4万种，年动销
少儿图书品种达20多万种，“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
推动世界童书出版最重要的力量”。国际儿童读物联
盟基金会主席、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齐·亚当
娜如是评论。

中国展台 新华社记者金 宇摄

八、“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与知
识资源服务中心”即将对外提供
服务

6月1日，知识服务模式 （综合类） 试点单位遴
选结果发布，至此，“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与知识资源
服务中心”已遴选试点单位110家，国家知识服务体
系建设已经夯实基础，一个以专业出版单位、科研
院所为主体的知识服务平台即将对外提供服务。

在专业、教育、大众三大领域的出版之中，专

业出版是最有可能形成数据服务、知识付费盈利模
式的，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专业出版商就在
积极开发在线数据平台。如爱斯唯尔在20世纪90年
代初就开发电子产品，于 2000 年推出 Scinence Di-
rect在线数据库，其线上收入已达75%以上，经历了
从内容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直到全球专业信息解决
方案领先提供商的转变。

推进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也是为了构筑国
家的知识护城河。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及总门户，即
是打通知识生产与服务的各个环节，开展“知识”
的大数据汇聚与应用。

九、国家出版基金走过10年

国家出版基金于 2007 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
立，自 2008 年开始实施，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国家设立的基金。

作为出版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政府基
金，国家出版基金运行 10年来，共遴选资助了 3300
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其中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 1000 多个，资助对象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580多家出版单位。

截至目前，已有 2300 多个项目推出成果，其中
近 500 项成果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十、短视频成出版营销新宠

短视频毫无疑问成为今年的互联网风口。数据
显示，目前抖音月活跃用户已超过 3亿，75.5%是 24
岁以下年轻人，其中66% 的用户是女性。

另据艾媒咨询提供的数据分析显示，在14-22岁
的短视频用户中，平均停留时长大约在1.5小时/天。

抖音号，成为了营销图书的新工具，成为出版
营销新宠。比如，今年，长江新世纪发布的关于著
名主持人朱迅新书 《阿迅》 的一条抖音，一天内观
看量突破千万，促销效果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抖音平台用户大多是 24岁
以下的年轻人，图书的宣传营销还需有的放矢。

另外，从4月起，抖音开始了内容电商的商业探
索，加速将流量和电商的结合，图书的社群销售又
迎新平台。

□ 陈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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