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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诸多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出版行业似乎给人一种“日薄西山”的感觉。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行业似乎也遇到了难题。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育人要求，成为教育研究

和教育改革的内在推动力。本文通过阐述出版行业在近些年的发展现状，结合出版行业与教育研究的密切

关系，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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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国家，

也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图书出版的悠

久历史，使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赖以保存下来，为

人类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

据古籍记载，西汉时已有了书籍贸易，出现了

中国出版事业的萌芽。大约在公元 7 世纪的唐代，

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有了印本书，正式的出版

业开始出现。10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中叶，包括

宋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全面发展的

时期。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 1921 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后，新型的、革命的出版事业经过长时

期的艰苦斗争，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终于取

得了胜利。1949 年 10 月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的出

版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

那么，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出版行业有哪些传

承和创新？出版行业与教育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出版行业的特点

（一）稳定的增长

2014 年至 2019 年，纸质书的零售码洋每年

有超过 10% 的增长（从 2010 年的 369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011.7 亿元）。

即使放在其他行业，平均每年 10% 的增长也是

比较可观的，只不过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行业

的发展速度快到“离谱”，以至于我们觉得出版行

业是处于衰落的状态。

当然，衰落还是有的，那就是报纸和期刊。电

子化给报纸和期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图书

领域，人们对于“夕阳行业”的担忧似乎已经被数

据证伪。

（二）成熟的模式

相比于影视和广告行业每年业绩的大起大落，

出版行业的业绩可以称得上是比较稳定。原因在于，

出版行业的现金流比较好（成本和定价比较规范），

生意模式虽然比较传统，但非常成熟。

遍布全国的各类实体销售网点、各类电商、企

业政府、学校等配套的渠道和用户，对于图书的分

销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足够分散和复杂，使得整个

出版行业的市场容量可以保持足够的成熟和稳定。

（三）主力的变化

这里的主力，说的是销量比较大的图书的类型。

有数据显示，比较受资本青睐的文艺类图书，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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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市场占有率正在降低，而不少少儿板块图书的强

劲增长补充了出版机构的码洋。

2020 年图书零售码洋中，各类型图书的占比

分别为：少儿类 28.31%，社科类 23.95%，教辅类

20.85%，文艺类 12.84%。与 2014 年市场占有率数

据相比，除了文艺类降低，其他三类都有所提高。

也就是说，占据市场主要份额的图书类型，近

些年正在发生变化。但是结合图书的特点和出版行

业的现状来看，少儿类、教辅类加起来超过 50% 应

该会是必然到来的结果，其他的图书类型只能在剩

下的市场份额里拼抢。

（四）新旧的面孔

从畅销书的数据来看，如今的畅销榜大多数是

老面孔。例如，在 2020 年三大榜单（虚构 + 非虚构

+ 少儿）畅销书的 TOP10 中，当年上市的新书只有

一种。

有数据显示，自 2008 年开始，全国新书的码

洋贡献率就降到了 30% 以下，之后一直呈下降趋

势，2015 年下降到 20% 以下，2020 年进一步下降至

13.82%。

也就是说，畅销榜中很难出现新面孔，更多的

还是老面孔在搭台唱戏。当然，新面孔如果能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一旦上了榜，也不容易被后面的新

面孔挤下去。

二、出版行业的参与者

（一）国营的两大阵营

出版行业的参与者之中，出版社扮演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在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之下，国内的出版

社均为国营。以这些出版社为基础，形成了国营的

出版集团，而出版集团又分为两大阵营，一类是中

央级出版集团，另一类是地方级出版集团。

中央级出版集团，包括中国出版集团（2002 年

成立）、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0 年

成立）、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1 年

成立）等；地方级出版集团，包括江苏凤凰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在南京成立）、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在长沙成立）、新

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在成都成立）

等。

（二）民营书企的参与

在国营出版集团处于垄断地位的环境下，民营

出版机构更多的是参与大众图书和部分教辅的策划

及发行两端，顶多再把版权拿下，完成内容、封面

的策划和设计，然后就要交给合作的出版社负责审

校、申请书号、印刷（有些出版社可以把印刷环节

委托给其他有资质的印刷厂）。

更市场化的头部民营出版机构，能获得生存空

间的原因是，它们在市场上策划畅销书的能力更强。

2020 年，民营出版机构策划的大众图书，销售码洋

占大众图书总销售码洋的 23.8%。

三、民营书企的生存空间

（一）接二连三的上市

在上述介绍中，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词

和关键信息，例如“夕阳行业”“纸质书零售年均

超过 10% 的增长”“民营书企策划的大众图书占总

量的五分之一”等等。

在这样一个行业中，2021 年，民营出版机构纷

纷登陆资本市场——读客文化 7 月上市，果麦文化

8 月上市，磨铁文化于 7 月递交招股书，新经典文

化则在更早的 2017 年上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民营书企的生存空间似乎还不错。

资本市场上一直都有出版行业的身影，国营出

版集团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都已上市的集团，另有

中信出版集团也于 2019 年登陆创业板，并且在最近

好几年都展示了很好的成长性。

（二）政策资本的加持

这几个上市的民营出版公司，大多是在十多年

前成立工作室，然后开始公司化运作并得到资本投

资。在过去十多年里，它们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悄

然成长壮大。

这跟国家推动文化产业市场化改革、政策层面

对民营出版的逐步放开是密不可分的。资本的进入

则加速了民营出版机构的规模扩张，其中值得一提

的是，2016 年资本市场掀起“IP 热潮”，提高了资

本对文化出版机构的兴趣。这是因为，出版业对文

化产业有源头的意义，其 IP 输出的功能最强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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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吸引资本的青睐。

（三）新老面孔的“明星”

说到 IP，既有发现 IP、创造 IP，也有抢占

IP。例如，果麦文化拥有易中天、韩寒、蔡崇达、

严歌苓、冯唐等明星级别的作家和学者，这些站在

文学创作金字塔顶端的作者，使果麦文化形成了极

大的竞争优势。

在果麦文化的“明星”作者中，营收贡献第二

的蔡崇达依靠《皮囊》一书，到 2018 年底已经销售

了 240 万册。续约时，果麦文化预支了 143 万册销

量对应的版税金 1000 万元。杨红樱也靠“马小跳系

列”从果麦文化拿到了 500 万元的预付版税。

四、线上知识服务公司

（一）时代潮起：四大 IP（知识产权）

2016 年前后，IP（知识产权）服务和知识付费

成为巨大的风口，时代潮起，各类“英雄”纵横捭阖：

吴晓波围绕 IP 做自媒体，罗振宇围绕 IP 做平台，

樊登围绕 IP 做组织，马东围绕内容本身做 IP。

其中，跟出版行业关系最紧密的是罗振宇。“知

识付费”的概念一度让人们认为提高了知识交付的

效率，可能部分替代出版的功能，因为可以减少印刷、

纸张等边际成本，从而保证在内容创作上有更多的

投入。

（二）知识服务：重新定义“出版人”

面对“知识付费”这个概念，罗振宇给予了严

格的纠正。他认为，自己创办的得到APP，功能是“知

识服务”：和捏脚的、美甲的、餐馆端盘子的没有

什么区别。相比知识，更重服务；相比行为，更重

效率。

这个功能定位，跟田溯宁推荐的一本书有关。

这是一本讲述《时代》周刊创办者亨利·卢斯商业

故事的图书——《出版人》。在城市人口占国家人

口一半以上的发展节点上，亨利·卢斯为美国人创

办了一份新闻周刊，以服务的心态把最有价值的信

息和生活方式提供给了新兴中产阶级。

最终，得到 APP 和《时代》周刊一样，在各自

的时期都属于新的知识交付方式，满足了中产阶级

快速获取有相对深度知识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这

种知识交付方式不再是说教，而是服务。

（三）创作平台：读者与作者的选择

距离 2016 年，已经过去了五六年。目前，从

运营数据来看，出版行业（民营书企）和知识服务

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主要

体现在成本结构上。中信出版 2020 年财报显示，

一般图书出版与发行业务的成本结构是：印装费

22.88%，纸张材料费 14.52%，版税及稿酬 33.17%。

而思维造物（得到 APP 的母公司）的招股书显示，

其没有纸张印刷等费用，线上知识服务有 7.75% 的

IT 服务成本，而付给老师的产品分成款占线上知识

服务（包括课程、电子书、听书等业务）总成本的

72.59%。

除了中信出版，果麦文化的出版业务中，版

税成本也是 30% 多，远低于思维造物付给老师的

72.59%。在分销渠道上，数字化知识产品的成本也

要低很多，只需要在作者或平台的私域流量里面发

布信息，就可以坐等转化了，绕开了发货、囤货、

退货等货物流转环节。

另外，对于读者来说，以得到 APP 为例，同

样字数的信息单价约为书籍的 2~5 倍。所以，在知

识服务相关课程的推销用语中，基本不会用内容的

字数和单价去跟图书作比较，而是“每天不到 5 毛

钱”“相当于一盒月饼的钱”等其他价格作为参照。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读者的消费场景、消

费需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家民营出版机构和

出版社目前都在围绕数字化和流量运营展开新一轮

的尝试和竞争。

如果说国内书业的商业模式在 2010 年之前是

“渠道为王”（只要将图书成功发给渠道就可以产

生销售），在2010年至2020年之间是“货架为王”（想

方设法在线下或线上平台获得更具优势的展示位），

那么以2020年为界，将进入“流量为王”的新阶段，

围绕流量，打造从满足用户需求到完成商业变现的

闭环。

五、出版行业与教育研究

古老的出版行业将如何焕发新的活力？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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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答案，跟另一个问题不期而遇，那就是教育行

业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出版行业跟教育行业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者

都强调交流与分享，致力于为读者（受教育者）提

供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并不断探索创新方法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学术发展趋势，从而在文明

传承的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出版

行业还是教育研究，都非常注重作品的质量和可靠

性。

出版行业和教育研究密切相关，两者之间存在

着互相促进的关系。出版行业通过出版各类图书、

期刊、报纸等媒体，为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

信息和文献资源。同时，教育研究也为出版行业提

供了广泛的市场需求和读者群体。

在教育研究中，出版物是学术成果交流的主要

方式之一。教育研究者通过将自己的成果出版发表，

不仅能够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能够获得同行的

评价和认可。出版行业则通过出版教材、教辅、参

考书等各类教育出版物，为教育教学提供了重要的

支持和服务。

此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行业

和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数字化出

版使得学术文献的获取和传播更为便利和高效，同

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出版形式和渠道。教育研究者可

以通过数字化出版进行在线发布和传播研究成果，

出版行业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为读者提供更多类

型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因此，出版行业和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互相

促进的，两者在知识传播、学术交流、市场需求等

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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