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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出版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特征及未来走势
向飒

（郑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中国数字出版传播影响力呈指数增长，催生了一系列的新兴出版业态，数字化出版产业
面临新的机遇，出现了如下特征：产值跨越式增长，出版新业态快速发展，产业链内部多方力量强强

联合构建服务平台，产业融合升级日趋加速，出版集团数字化转型加快。但中国数字出版也存在发

展的瓶颈：行业标准规范缺失，相关法律法规待修订；数字版权争端纷杂，数字版权保护机制待完

善；复合人才严重不足，人才培养体系待建立等。在今后数字出版的发展中，内容提供商、内容生产

商将具有绝对话语权，手机、电子书、平板电脑将带动移动阅读迅速增长，数字出版行业将会构建综

合出版服务平台，数字出版产业链将进一步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并完善数字出版产业升级中的技术

标准将推动新一轮科技创新。

［关键词］数字出版；产业联盟；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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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
新技术环境下，在多元化出版态势的推动下，数字出

版产业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传播影响力

呈指数增长，催生了一系列的新兴出版业态。中国

新闻出版总署已经规划了中国出版今后１０年的主
攻方向和发展目标：“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而数

字出版是迈向新闻出版强国的重要支撑。目前，数

字出版复合工程等已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

化发展规划纲要》，各种与数字出版相关的技术将

得到研发，我国新闻出版业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已经

到来。我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作

用，正在全力推进数字化发展进程，用高新技术装备

整合新闻出版业。２０１０年１月，中国新闻出版总署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将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

兴出版产业作为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五项重点

任务之一。［１］２０１０年９月出台的《关于加快我国数
字出版产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我国发展数字出版

产业的总体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为我国数字出版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整个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数字化

改造正在进行，一系列重大数字出版工程正在实施，

我国的数字出版面临着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目前

相关研究多为微观研究，本文站在宏观的角度，对我

国数字出版的发展特征、存在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

分析，并对数字出版的未来走势进行展望。

　　一、中国出版产业数字化发展特征

１．数字出版的产值跨越式增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２］

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０年继续
保持高增长态势，年增长４９７３％。数字出版产业
总体收入情况：２００６年为２１３亿元，２００７年为３６２．
４２亿元，２００８年为５５６．５６亿元，２００９年为７９９．４亿
元，２０１０年为 １０５１．７９亿元，２０１０年总收入约是
２００６年的５倍。手机出版、网络游戏、互联网广告、
电子书、博客、电子期刊、网络报纸、网络动漫等是重



第４期 向飒：论中国出版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特征及未来走势

要的产业业态。２０１０年，手机出版的产值为３４９．８亿
元，网络游戏产值为３２３．７亿元，互联网广告产值为
３２１．２亿元，电子书产值为２４．８亿元，博客产值为１０
亿元，互联网期刊产值为７．４９亿元，数字报纸（网络
版）产值为６亿元，网络动漫产值为６亿元，在线音乐
产值为２．８亿元。其中，网络游戏、网络广告和手机
出版成为数字出版产业中名副其实的三巨头。

２．数字出版的新业态快速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出版格局和出版市场正发生着显

著变化，传统的新闻出版企业加快了数字化转型，互

联网技术服务商、数字技术商、移动通讯商正向内容

产业进军，一个新的产业形态———数字出版产业已

经形成。目前，比较成熟的数字出版产品有电子出

版物、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手机游戏、互联网游戏与

动漫等。随着第五媒体受众的飞速增长，我国的数

字出版业态更是快速增长，手机报、电子书、微博等

新媒体形态迅速融入广大群众的生活，成为影响人

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媒体形态。

（１）手机出版表现抢眼。手机出版以其信息海
量、互动、便携、多媒体等优势飞速发展，日益成为新

生力量。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无线移动阅读方式逐

渐成为数字阅读方式的主流。２０１０年我国手机用
户超过７．８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有２．７７亿。［２］

手机出版在近两年的增长速度接近３００％，是增长
最快的数字出版业态，远高于传统出版和其他数字

出版形式。手机出版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包括手

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报纸、手机小说、手机音乐、

手机游戏、手机动漫等。

（２）电子书产业风生水起。电子书已发展成为
知识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我国已经成为全球

重要的电子书生产和消费国家，２０１０年上半年电子
书出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 ２１．４％，仅次于美国。
２００９年我国电子书累计实现销量约５５万台，收入
近１０亿元；２０１０年电子书有近５０个品牌，收入近
１９．８亿元，产值增长了近１倍。［３］出版商正是看中
电子书的诱人前景，纷纷加入竞争行列，如汉王科技

的“电纸书”、方正集团和卓望的“文房”、天津津科

的“翰林”，还有易博士、博朗、易迪欧等都推出了各

自的电子书产品。各出版社也在开发相关产品，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推出了“辞海悦读
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推出了自主品牌“大佳阅读

器”；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电子书产品

Ｂａｍｂｏｏｋ。同时，以联想、纽曼、华旗等为代表的 ＩＴ
企业以及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也已经进入电子书产业。

（３）平板电脑风靡全球带动移动阅读产业快速
发展。平板电脑是介于电脑和智能手机之间的一种

设备，是一种兼有浏览网页、阅读和发送电子邮件、

阅读电子图书、观看视频、玩游戏、听音乐等功能的

革命性产品。２０１０年苹果ｉＰａｄ在中国市场发布后，
瞬时风靡中国，引领移动阅读风潮。为了分到移动

阅读这块蛋糕，国内多家企业开始提供数字化解决

方案，以精美的原版阅读方式展现在 ｉＰａｄ终端上。
目前已经上市和即将上市的平板电脑产品中就出现

了汉王、东芝、爱国者等诸多知名品牌。微软、惠普、

宏鸉等众多厂商也将相继发布自己的产品，同时带

动移动阅读产业。［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在苹果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平台上发布数字版本的国内各类主流报
纸杂志已超过上百种，苹果 ｉＰａｄ拉动了平板电脑
市场。

（４）网络游戏规模增大。《２０１１年中国游戏产
业调查报告》显示［５］，２０１１年我国原创网络游戏收
入为２７１．５亿元人民币，占我国网络游戏市场实际
销售收入的６３．４％，共有３４家中国企业自主研发
的１３１款网络游戏作品进入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
入３．６亿美元，自主研发游戏已连续７年占据国内
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走出去的中坚力量。腾讯、

盛大、网易、九城、完美时空的营销收入均不错。据

《２０１１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趋势观察研究预测报
告》预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
售收入将达到５０８亿元，并将持续引领我国数字出
版产业的发展。

（５）微博营销发展迅猛。微博就是微型博客。
２０１１年１— ６月，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６３３１万增
至１．９５亿，微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新媒体公司竞
相开展微博业务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微博是一个基

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６］，用

户可通过ＷＥＢ、ＷＡＰ（无线通讯协议）进行浏览、下
载或者互动参与，并实现即时分享。新媒体公司用

微博这个新载体来全面宣传图书，与消费者进行互

动，了解消费者对图书以及相关产品的直接感受，把

握市场动态，从而随时改变营销策略，加强产品推

广。例如，安徽出版集团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在这方面就取得了不错的营销效果。据不完全

统计，开通两个月来，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传媒

公司微博读者（粉丝）已达２０万人。［７］

３．强强联合构建服务平台
内容服务平台是涵盖网站建立、内容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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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等内容价值链的各个方面，将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信息提供给所有用户的内容管理平台。内容合作

是数字出版产业链高效运作的前提，也是产生共赢

的前提。内容平台将成为产业链的中心，也是投资价

值最大化的核心所在。传统出版发行企业、第三方服

务商、互联网企业、运营商、终端商等纷纷加入角逐服

务平台的竞争，例如盛大文学的云图书馆、汉王的汉

王书城、方正集团的中华数字书苑。另外，北京、广东

的出版集团均成立了数字出版产业联盟并推出了各

自的服务平台，上海新华解放数字阅读传媒与安徽时

代出版传媒联合搭建数字阅读平台；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中国联通三大通讯运营商也推出了各自的手机

阅读平台。２０１０年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番薯网、中大
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天津建立“微型小说基

地”，共同构建中国微型小说“数字航母”，涵盖了出

版社、数字出版商、原创作者、数字内容服务平台四

方，实现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融汇贯通。

４．产业融合升级日趋加速
在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中，产业融合与升

级日趋加速。内容、运营、渠道贯穿数字出版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全新的产业运作方式为数字出版发展

注入了巨大活力。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发展历
程中，中国数字出版产业链发生了巨大变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产业链主要是出版社、技术商、图书
馆、部分网站；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报社和机构用户加入
其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链继续扩
展，包括了出版社、报社、技术商、图书馆、机构用户、

运营商、互联网增值商、硬件厂商、传统书店、跨平台

渠道、大型网站等，产业融合日趋加速。

５．出版集团数字化转型加快
为了加强对版权资源的整合和聚集，作为出版

业主力军的出版集团已经进入数字出版的主战场。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１年我国出版社的电子书只
有９６０种，２０１０年达到６０万种。２０１０年全国近６００
家出版社有 ９０％涉足数字出版，与 ２００９年相比，
２０１０年进入数字出版的出版社数量增长了１４％，其
中码洋上亿的出版社数量增长１９％，实现数字出版
的出版社增长２２％，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数字出版的
出版社增长２７％。［８］例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学
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广东省出版集团、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安徽出版

集团、浙江出版集团等，均加快了数字出版的步伐。

由于各个出版集团的经营特色和现实基础不

同，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路径选择也各有特色［９］，并

形成几种不同的商业模式：（１）出版社自主建立运
营平台，成立数字出版运营主体。例如，中国出版集

团公司的“中国数字出版网”工程———中国出版集

团公司网站于２０１０年４月正式上线，成为集信息发
布、统一检索、资源聚合、数据共享、交流互动、商务

服务为一体，全面汇聚集团出版、发行、版权、进出口

等业务，具备宣传、展示、服务、数字出版功能的网

站，成为出版集团第一门户网站。（２）出版社与具
有技术和渠道优势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制作、发行

等工作。例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长虹集团、

ＴＣＬ集团等终端企业及中国出版集团、中南出版传
媒集团等共同打造中国数字网络出版发行平台。

（３）出版集团开发教育类的专业网站，进行教育类
产品的增值服务。例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凤凰

教育网、安徽出版集团的时代教育在线、浙江出版联

合集团的一起学网、广东出版集团的广东新课程网、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现在网、中南出版传媒集

团的名师网等。名师网目前已与全国５００多名优秀
教师签约合作，日访问量保持在 ２万人次左右。
（４）有实力的出版集团推出自主研发的阅读终端，
打通产业链。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推出了

“辞海悦读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推出了“大佳阅

读器”等。

　　二、中国出版产业数字化发展的

瓶颈

　　１．行业标准规范缺失，相关法律法规待修订
数字出版是新兴产业，数字版权保护在我国并

无专门的立法，主要依据《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对著作权、出版权进行保护。现适

用于数字出版的法律明显滞后，有待修改和完善，乃

至专门立法。国家各类数字出版物的技术标准、基

础性标准和关键性标准严重缺失，各数字出版商都

在建立和使用自己的技术标准，如方正的 ＣＥＢ、书
生的ＳＥＰ、超星的ＰＤＧ、中文在线的ＯＥＢ等。这样，
读者需要使用不同的阅读器或相关的软件进行格式

转换，从而使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内容

整合变得很困难，读者也为此增加了阅读成本。因

此，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并组织制订相关的数字出版

标准体系以促进出版产业升级转型是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２０１２年，我国提出的以 ＭＰＲ标准为基础
的“国际标准文档关联编码（ＩＳＤＬ）”已经获得国际
标准化组织的正式立项，这标志着以ＭＰＲ技术为支
撑的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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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数字版权争端纷杂，数字版权保护机制待
完善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各级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及
公安、工信部门共查办网络侵权案件５４１件，关闭非
法网站３６２个。现阶段，数字出版的技术手段、授权
模式和保护体系等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完善，数字作

品的版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

和出版社的出版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和维护，再

加上网民缺乏应有的版权保护意识，数字消费观念

还没有形成等因素，导致数字出版产业链难以进行

正常的产业循环，数字盗版转载成蔓延之势，数字出

版缺少一个健康的运营环境。因为利益的冲突，数

字出版中作者、出版社、终端厂商之间的版权纠纷较

传统出版中的纠纷更为激烈。例如，出版畅销小说

《藏地密码》的读客图书有限公司爆料：截至 ２０１０
年９月，《藏地密码》被数字出版２年，收入为０。
３．复合人才严重不足，人才培养体系待建立
建立一套完善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是我国

新闻出版业实现发展转型的关键。传统出版单位缺

少既懂出版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致使技术

含量高的数字出版新业态无法充分发展。［１０］人才培

养不足和人才流失严重是造成人才缺乏的主要原

因。一方面，我国高校对数字出版专业设置较少，数

字出版教育落后于产业发展的实况，且师资力量严

重不足，人才培养与数字出版发展不同步；另一方

面，出版单位陈旧的人才管理模式以及不规范不健

全的管理制度阻碍了优秀人才的引进，造成人才流

失。努力打造数字出版跨越式发展的人才队伍，开

展数字出版业务、法律法规、编辑加工、市场开拓、版

权保护等方面的培训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改革高校

相关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实习基地建

设和开展国际合作办学也已成为业界共识。

　　三、中国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

１．内容提供商、内容生产商将具有绝对话语权
武汉大学教授方卿等［１１］认为，出版业属于内容

产业范畴，在数字技术背景下，内容资源仍是其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数字出版短期看终端，中

期看平台，长期看内容。在前期的发展中，数字出版

技术一直在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并

引领数字出版的发展，技术提供商在产业链中占据

主动位置，而内容创造者、内容提供商则缺少相应的

话语权与主导权。在中期发展中，数字出版产业链

重构，平台将成为主导。因为发行平台最容易与各

方发生关系，发行将从出版社向发行平台转移。在

后期的发展中，内容对于产业的意义将会日益突出。

目前，出版行业对于内容资源的关注度已经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数字内容资源应用的核心有两点：一是

资源，二是应用。数字出版产业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以

及受众的多样性需求，对内容创作和生产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随着渠道运营商垄断性的减弱，数字出版

将向良性竞争发展，数字出版的著作权日渐明晰，内

容提供商、内容生产商将具有绝对话语权。

２．手机、电子书、平板电脑将带动移动阅读继续
迅速增长

以手机、电子书、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数字阅

读终端销量将出现大幅度增长。手机新闻网站、手

机小说、手机报等业务将成为手机网民阅读消费的

重要方面，３Ｇ手机作为全媒体平台为其提供了技术
可能。电子书产业技术不断成熟，新产品不断涌现，

电子书销量将会急剧增长，阅读人群继续增多，投资

热点将不断形成。平板电脑依靠良好的阅读体验、

丰富的内容支持，汇集上网、游戏、视频等一系列功

能，将迅速成为阅读爱好者的新宠。

３．数字出版业将构建综合出版服务平台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将汇聚内容制造、版权运营、

营销推广、硬件终端设计及制造等各个方面，搭建一

个开放的全产业出版服务平台［１２］，以整合各种资

源，使一切流程通过出版服务平台进行。通过服务

出版平台，内容提供商可以对内容资源加密，出版商

可以对发行渠道进行选择并授权，渠道运营商可以

打通各种渠道的终端应用并找出出版单位授权的资

源进行运营发行，内容营销商可以及时掌握营销数

据以及读者的查询、点击、购买等行为。

４．产业链将进一步深度融合
随着数字时代产业融合的加速，内容资源将继

续向少数企业高度集中，出版集团或内容提供商、终

端厂商与技术提供商将进一步深度融合。例如 ＩＴ
厂商、互联网、无线移动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入，合作

共赢是３Ｇ阅读时代的特征之一。出版机构将与电
信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合作，利用自己的资金、人才

与市场推广的优势，组织内容研发，扩大内容生产规

模，逐渐向“终端 ＋内容”的方向转型，形成传统出
版与数字出版的利益共同体。

５．不断提高并完善数字出版产业升级中的技术
标准将推动新一轮科技创新

为使我国新闻出版业在新的技术变革时代始终

（下转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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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ＤＮＡ技术等所形成的证据。因为视听资料的内
容仅仅是借现代科技手段所获证据的一部分，而现

代科技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已日趋广泛，

视听资料已无法包含这些内容。因而，将视听资料

更名为科技证据，除包括在英美法系国家纳入书证

范围而我国纳入视听资料的录音、录像等证据外，还

包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其他证据（如各种

鉴定结论）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科技证据。

３．创立适用于书证的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检验一种证据是不是属于该种证据

的一项辅助原则。一种证据是不是书证，可以用最

佳证据规则来审视，最佳证据规则的创立有助于对

书证进行判定。英美法系国家的每一种证据形式都

有相应的证据规则与之配套，在某种程度上讲，英美

法系国家对证据的分类及证据范围的划分也正是为

了适应证据规则的需要。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尚

未确立书证的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

证据、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明确地将书证

原件与复印件、副本的证明力区分开来，可以看出，

我国正在向确立书证最佳证据规则的方向努力。［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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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３页）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以重

大科技项目带动产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转

型”的总体战略，并强调要在科技项目推进过程中

坚持“标准先行”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新闻出版

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将会加快，相关规章制度将会陆

续建立并完善，服务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标准将会很

快出台，并将贯穿于信息内容的生产加工、传播分

发、终端呈现等各个环节。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相

信我国出版产业的数字化步伐将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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