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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学出版产业研究
徐珊珊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韩国不仅将本国文学资源制作成为出版物进行传播，而且灵活运用新媒体与网络的特
性，使文学实现产业化。为了促进图书的海外出版，将本国文学推向世界，韩国设立了韩国文学翻

译院，向国内外出版社提供翻译和制作出版计划书、参与国际图书展、提供海外翻译出版过程中所

需要的系统性服务设施，定期向从事海外出版的工作人员发送刊载韩国图书出版信息的季刊杂志

清单和在线适时报道，为韩国文学世界化提供更为集中和系统的支持，以此来强化著作版权海外输

出的基础，同时增强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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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了适
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韩国文学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拓

宽传播领域。同时，韩国也将本国文学资源作为文

化产业开发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文化产

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韩国不仅将其文学资

源制作成为出版物进行传播，而且灵活运用新媒体

及网络的特性，为旅游、影视、广告、动漫、网络游戏

等产业提供资源而使其商品化、电视剧化、电影化、

商品价值化、动画化、游戏化，把文学融入产业链，使

文学真正实现产业化，从而促进了文学事业的蓬勃

发展。出版传播作为文学产业化的一种基础发展方

式，不仅促进了文学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而且成为韩

国文化产业中的发展重点。

韩国文学产业化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议题，需

要探究的领域较多，梳理研究好每一个领域，有助于

全面了解韩国文学产业化的发展情况。目前，学术

界对韩国文学影视化的研究较多，而对韩国出版产

业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拟在文化产业化视角下，

对韩国文学出版产业进行研究，进而为我国文学产

业化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前瞻性的设想。

　　一、韩国出版产业的整体现状

１９８０年代，韩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从１９８７年

起，韩国政府放开了对出版产业的限制，出版社可以

自由注册。金大中总统要求把出版产业作为国家的

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扶持［１］，后来，出版社的自由

注册改为了申报制。因为政策的宽松，韩国的出版

社急剧增加，出版社总数从１９８７年的３００４家发展
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０７８２家，平均每年新增出版社１０００
多家，出版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２］。

２０１２年，韩国文化产业的总销售额达到８７兆
２７１６亿韩元，其中出版产业达到２１兆９７３亿韩元，
形成了较大的市场规模。２０１２年，韩国文化产业的
进出口总额为 ６２．８５３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
１６７３７９亿美元，出口总额为４６．１１５１亿美元。出
版产业的进出口总额为５．５９４６亿美元，其中进口
总额为３．１４３１亿美元，出口总额为２．４５１５亿美
元［３］（Ｐ３８－４５）。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韩国部分
纸质出版业、印刷业和出版批发零售业的销售额呈

持续下滑态势，而电子网络出版流通业的销售额却

是不断增长的。

由于经济不景气及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两届总统
选举的影响，人们特别关注省察社会的人文类图书

和社会科学类图书，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发行量有了

大幅度的增加。据２０１３年韩国出版文化协会统计，
韩国２０１２年发行的４９７６７种图书中，历史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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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２．７２％，哲学类书籍占比为３．１１％，社会科
学类书籍占比为１５．３１％。与２０１１年相比，这些类
别的图书有很大的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９．５％、
７４％和２．９％。其他类别的图书发行量相对有所
减少，其中学习类参考书减少了３６．１％，儿童类图
书减少了２１．５％，纯科学类图书减少了１９．５％，漫
画类图书减少了 １６．７％，总论类图书减少了
１４３％，语言类图书减少了１３．９％，文学类图书减
少了２７％，技术科学类图书减少了２．１％，宗教类
图书减少了１９％，艺术类图书减少了１．８％。２０１２
年，韩国文学类图书出版１４７９６４３７部，占整个出版
发行物总数的 １７．０３％，位居第二；出版种类有 ７
９６３种，占整个发行种类的２０％，是发行量最大的领
域［３］（Ｐ４３０－４３１）。尽管如此，文学领域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三年间却在连续减少，其趋势堪忧。

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ＰＣ通信社开发韩国国内的
电子图书市场以来，１９９８年网上电子书店 ｂａｒｏｂｏｏｋ
的创立，意味着电子图书市场的正式运转。２０００年
后半年，ＤＲＥＡＭＢＯＯＫ、ＹＥＳ２４等电子图书服务商加
入［４］。韩国电子出版协会将电子出版产业市场分

为电子书、电子词典、移动图书、专门知识、学术论

文、图书原文检索、ＣＤ图书、图书软件、其他数字出
版等类别。２００１年末，韩国主要的电子图书服务商
提供的服务内容达１５３９９种，大体集中在文学领域
（占比为２６．５％）［５］。

韩国电子出版产业市场规模，２００６年为３３９３
亿韩元，２００７年为５１１０亿韩元，２００８年为５５５１亿
韩元，２００９年为５７８６亿韩元，２０１０年为６９０８亿韩
元，２０１１年为８３２８亿韩元，２０１２年为９０２３亿韩
元，２０１２年数字出版物领域的整体市场规模从２０１１
年的 ８３２８亿韩元增长为 ９０２３亿韩元，增长了
８３％。７年间韩国电子出版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１７７％，呈持续增长趋势。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在韩国

电子出版协会注册的电子出版物的总数量为３２０万
个，其中社会科学类电子出版物有６７万个，占总数
量的２１％；艺术类电子出版物有２５万个，占７．９％；
文学类电子出版物有 １９万个，占 ６％。［６］（Ｐ４３７－４３８）。
可见，电子出版产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文学类图

书的出版危机，并扩大了出版产业的发展空间和文

学传播的途径。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韩国政府针对出版产业活性化
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版产业蓬勃发展，出版数量

逐渐增加。但是，韩国出版产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

偏重于出版学习参考书、缺乏创新的小型出版社居

多、出版流通复杂等。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类

图书在传统印刷产业中呈下滑趋势，纸媒文化时代

已经开始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精神需

求的不断提升，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传统文学传播陷

入危机。

　　二、韩国网络文学出版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传统纸质书籍正在向多

种形态的书籍转变，出版产业也随着文化产业的发

展而不断扩张、壮大。出版产业发展模式的变化要

求采取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战略。韩国出版界已经认

识到，数字化时代对出版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虽然以前文学的传播是以纸张为载体，但是在

数字化时代，文学的传播将经历巨大变化，不再仅仅

借助纸张和油墨，而要更多地借助数字技术、通过网

络这一新型平台、以网络文学这一与传统文学不一

样的新形式登场。

美国和欧洲从１９８０年代就开始出现“超文本”
形态的小说，到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出现网络小说。进
入１９９０年代，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新媒体环境，韩
国出版界开始关心多媒体信息的开发与运用，积极

投入ＣＤ－ＲＯＭ出版物的开发和网上信息服务，努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韩国出版产业年销售额一览表 百万韩元

分类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总占比／％ 年均增长率／％
书籍出版业 ３８９４５８４ ３９５００３４ ４００１２２４ １８．６ －０．１
报纸发行业 ２７８９８２３ ２８６４１３１ ２８３５７０４ １３．４ ０．８

杂志和刊物发行业 １１０３５２５ １１２３０７６ １１０３１４９ ５．２ ０．０
电子出版制作业 １１３２６７ １５９３４８ １９０６７１ ０．９ ２９．７
其他印刷物出版业 １９２５５１ １９２９７２ １９００６２ ０．９ －０．６

印刷业 ４１３２２７３ ４０２６２８４ ４０１５９９０ １９．０ －１．４
出版批发零售业 ７３３２５５８ ７１０６１３３ ６９１１２２６ ３２．８ －２．９
电子出版服务业 ７９２５１ １０４７８２ １２３２４６ ０．６ ２４．７
电子书店 １１１６８１６ １２１７２４１ １２１５８１５ ５．８ ４．３
出版租赁业 ５６３２７ ６２３２５ ６２６４８ ０．３ ５．５
合计 ２１２４３７９８ ２１２４４５８１ ２１０９７２８７ １００．０ －０．３

　　注：数据来源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２０１３内容产业白皮书》。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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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发利用 ＰＣ通信与互联网的出版方式［７］。从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就通过千里眼（卫星）传
送小说（网络小说），从 ２１世纪开始，韩国的网络
小说开始广泛普及并极速发展。数字化文学的传

播媒介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电脑以外，还有手机、

录像带、广播、ｍｐ３、ＣＤＰ等。网络文学包括通过媒
体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或是运用电脑超链接的网

络诗歌和网络小说等，以及从模拟时代的单向性

中解脱出来、进入到具有双向性的交互式视频设备

的数字时代后而产生的文学创作。网络文学从筹划

期就开始引导读者介入，让读者自己决定作品的内

容与出版，即消费者就是生产者，这种方式是网络文

学作品的一种尝试。

文学与新媒体相结合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在ＣＤ－
ＲＯＭ和网上阅读文学作品，或是通过客户终端下载
电子图书进行阅读，以 ｅｂｏｏｋ的形式进行文学作品
的流通。２００４年，电子出版物的样本和认证体系开
始启动，促进电子图书发展的一切工作准备就

绪［８］。２００３年，美国作家史蒂芬·艾德温·金的
《骑弹飞行》在韩国以电子图书的形式进行出版，仅

一天就被复制４０万次，电子出版成了世界关注的焦
点。韩国第一篇网络文学作品是李诚洙于１９８９年
发表的网络科幻小说《亚特兰蒂斯狂诗曲》，随后李

宇革于１９９３年创作的《退马录》在网络文坛上出
现，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连载网络小说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新生代网络小说家金艺俪的

《龙的神殿》、李荣道的《龙族》、李允世的《那小子真

帅》等，同时韩秀山、李顺原、尹大宁、金永河、郑灿

等十几位文学作家也推出了自己的网络文学作品。

另外，通过电子图书客户终端更新下载，能够存

储２００００页文本（５０本 ４００页的图书）的 Ｒｏｃｋｅｔ
ｅｂｏｏｋ开始进行市场销售，也预示着文学产业流通
方式的变化。Ｍｐ３播放器、卫星 ＤＭＢ（移动多媒体
广播）、ＰＭＰ（便携式媒体播放器）、ＰＳＰ（Ｐｌ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数字电视等各种尖端 ＩＴ产品陆续出现，
其中以电子图书和这些数字媒体的结合最为引人

瞩目，不仅对在线式和无线式的文化内容的需求

增加了，而且通过开发移动式内容产业，显示了激

活 ｕｂｏｏｋ的必要性。ｕｂｏｏｋ就是给仅提供单纯的
娱乐功能的数字机器用品（如电话、ＰＤＡ等）装载
上教育与文化内容，以扩大这些载体的功能。在

数字化时代，文学的传播媒介变得更加多样化，它

不再仅仅依靠纸张、文字、语言来传播，而是与网

络技术相结合，传播模式更加商业化，各种新的效

益实现方式被尝试，网络出版以其特别的优势对

文学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文学产业化

不断向前发展。

　　三、韩国海外翻译文学出版

２００１年３月，韩国文艺振兴院把出版翻译事业
和“韩国文学翻译金库”整合为一体，成立了韩国文

学翻译院。２００５年，依据《文化艺术振兴法》第２３
项第１９条的规定，正式将韩国文学翻译院确定为国
家法定机关，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成为其下

属的特殊财团组织［９］。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为了促进韩
国图书的海外出版，韩国将韩国文学翻译院设定为

该事业的执行部门。

为了促进国内图书出版版权输出，韩国第一步

就是支持图书基本信息、作家和作品介绍，以及出版

社的介绍文本和作品样章的翻译工作。２０１２年，韩
国政府对国内外出版社申请的 ３９０种图书予以支
持，用英语、中文、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越南

语７种语言翻译４３７篇摘要和６９篇作品样章。其
中摘要翻译在２０１２年举办的博洛尼亚国际图书展
及北京国际图书展中参展了１２４篇，通过此举，极大
地推动了参展出版社进行涉外交流。另外，从２０１２
年起，韩国建立了“国文（韩语）摘要咨询委员”制

度，以此来监督和提高国内出版社翻译图书摘要的

质量，有效地推动了韩国图书对海外的传播。

翻译支持事业是以韩国文学作品为主，用外语

翻译人文、社会、儿童等各个领域的图书，通过海外

著名出版社进行海外出版，以推动韩国文学出版事

业的发展。韩国选定１８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先用英
语、法语、荷兰语三种语言进行初步翻译，然后在海

外屈指可数的出版社及代理出版机构筹备出版，最

后与世界四大语系（英、法、德、中）的五个主要代理

出版机构签订协议。韩国长期派遣五位作家在海外

进行出版活动，与韩国的国学大学和出版相关人员

构建网络业务联系，寻求适应国内市场发展的海外

发展战略。２０１２年该组织支持翻译了１４个语系的
９１种图书，并出版了１４个语系的５５种图书。翻译
支持事业试行支持海外出版社进口韩国多种体裁的

图书，将出版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海外出版社，

以此来降低本国出版社的负担，进而提高出版图书

的质量，并鼓励本国出版社积极进行图书版权输出。

通过此举，被支持的国家、语种和出版社不断增多，

韩国图书被输出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构建了与海

外出版社进行合作的网络模式。

为了在海外积极有效地宣传韩国图书，韩国出

版业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图书展。２０１２年，韩国相继
参加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国际图书展、英国的伦敦

图书展、中国的北京图书展、德国的法兰克福国际图

书展、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国际图书博览会五个国

际图书博览会，进行韩国图书的展示及韩国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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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文学活动。

为了培养优秀的韩国文学专业翻译人才，２００３
年韩国实行了“预备翻译家短期研修计划”，开始运

作专业翻译家培养支持事业，２００８年正式成立“韩
国文学翻译院”，２０１２年经过正规课程（涉及５个语
系）、特别课程（涉及７个语系）、深化课程（涉及４
个语系）三个过程培养了１５０多名新秀翻译家。同
时，为了嘉奖翻译院的成绩优秀者，韩国向他们提供

翻译工作室，到２０１２年已有３２人参与到翻译工作
室的工作中。翻译院在韩国最高水平文学翻译专家

团的指导下开设了韩国文学翻译课程，同时为提高

翻译水平还举办韩国文学和文化讲演、翻译理论等

的相关特讲、与专门翻译家的交流、文学游记和翻译

夏令营等各种活动。

为了向海外出版社介绍韩国国内出版物，韩国

文学翻译院从２００８年９月开始发行介绍韩国图书
的中英版季刊 ＬｉｓｔＢｏｏｋｓｆｒｏｍＫｏｒｅａ（简称 Ｌｉｓｔ）。季
刊Ｌｉｓｔ由图书出版计划栏、出版文化的相关版面和
图书介绍报道等部分组成，每期会介绍大概１６０本
图书。作为外语版定期发行物的季刊 Ｌｉｓｔ，不仅是
提供可靠的、具有公信力信息的韩国杂志，还有助于

理解韩国文化、推进韩国出版事业的媒体。季刊

Ｌｉｓｔ的所有报道在主页 ｗｗｗ．ｌｉｓｔ．ｏｒ．ｋｒ中可以转换
成韩语、英语、中文三种语言进行阅览，在２０１２年还
制作了英文版的移动电脑软件程序，这样大大促进

了韩国出版物在国内外的交流。另外，韩国每月还

发行在线杂志 ＰｌｕｓｌｉｓｔＢｏｏｋｓｆｒｏｍＫｏｒｅａ（简称 Ｐｌｕｓ
ｌｉｓｔ），仅２０１２年一年就向６０００多个海外出版社及
代理机构发送１２期（８３号 ～９４号）。杂志 Ｐｌｕｓｌｉｓｔ
能够在第一时间提供韩国图书的专门且准确的信

息，与季刊Ｌｉｓｔ一起在网络上建立起了系统的韩国
图书介绍网。

为了激活韩国图书版权的海外输出，海外出版

信息网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简称
ＯＰＩＡ）向韩国国内出版社提供海外出版市场的动
向。ＯＰＩＡ虽然能够提升韩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关注
度，但是关于海外市场动向的信息仍然存在片面性

或不能广泛共享的问题。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ＯＰＩＡ创
刊号发行以来到２０１２年登载了２４９篇报道，向韩国
国内 １２００多位出版相关人士定期发送在线杂
志［６］（Ｐ４５８）。本网站由世界出版趋势、海外畅销书籍

目录、海外出版信息、图书博览会情况、著作权基本

常识等板块组成，提供各种海外出版市场的信息。

同时，为了改善海外出版图书的售后服务，２０１２年
该网站调查了２０１１年海外出版图书的信息，建立了
与网络结合的数据库。到２０１２年底，该网站已记录
２８个语系、３２８３个书籍信息，在其网页“海内外出

版韩国年度图书 ＤＢ”菜单下可以按年度类别、语系
类别、体裁类别进行查找。

韩国文学翻译院为作为韩国文化产业核心内容

的韩国文学作品与刊物的发展及其世界化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２０１２年，韩国文学丛书和美国达尔基档
案出版社等大型出版社举行了联合出刊等活动，以

此来巩固已打进世界出版市场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

韩国文学出版物的北美出版市场。

　　四、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传统出版印刷业受到很

大冲击，导致传统文学传播陷入危机。韩国文学出

版产业界能正确面对，积极研发新技术，开拓新市

场。为了促进韩国图书的海外出版，将本国文学推

向世界，韩国设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为有关方提供

海外出版的各种支持与帮助。这些做法值得学习

借鉴。

为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传播我国优秀的文学

作品，我们应借鉴韩国文学出版产业发展的经验，与

时俱进，与多媒体、电子科技、网络技术相结合，生产

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拓展新领域。另外，有关部门

应向国内外出版社提供翻译和制作出版计划书的帮

助，为海外翻译出版提供系统性服务设施；定期向从

事海外出版的工作人员发送国内图书现状等季刊杂

志清单和在线适时报道，为我国文学的世界化提供

更为集中和系统的支持，以此来强化著作版权海外

输出的基础，增强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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