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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出版企业的做大做强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起着

基础性的作用。本书以传统的图书供应链为基础，以出版企业为供应链上的
核心节点，围绕出版企业的运作而展开，希望通过供应链相关思想的应用，创
造出整个价值链的最大值。并尝试将供应链管理思想应用到图书出版供应链
的信息管理、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管理以及出版企业的内部流程再造等方面，
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构建出最优库存、销售、图书市场需求预测、图书
市场客户关系管理等模型，试图为我国图书出版企业走向科学的精细化管理
之路投出问路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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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

出版业是重要的文化产业之一，它既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又
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要遵
循经济规律；作为国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速度和
水平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力
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包括出版业在内的科学、
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
的不断增长，形成了出版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根据新闻出版总署
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图书出版的年均增长率长期保持在１０％以
上，在最高峰时达７３．１６亿册，我国的图书出版无论在数量上和规
模上都是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图书出版从
质量和效益上都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图书出版发行业相提并论，面
对数字出版和即时按需印刷的冲击，书业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我们
去探讨和研究。本书就构建图书出版发行供应链（以下简称“图书
供应链”）管理模式做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图书供应链管理模式
的构建与应用的方法和步骤。

一、我国图书出版与发行业的发展概况

（一）图书出版发展概况［１］

１．规模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报告，时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国共有出

版企业５８１家，其中中央级出版企业２２１家，地方出版企业３６０家。
（１）图书出版总量。２０１０年全国共出版图书３２８　３８７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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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图书１８９　２９５种，重版、重印图书１３９　０９２种，总印数７１．７１亿
册（张），总印张６０６．３３亿印张，折合用纸量１４２．５２万吨，定价总金
额９３６．０１亿元。

书籍———出版书籍２５９　４７７种（初版１６４　７４９种，重版、重印９４
７２８种），总印数３７．７２亿册，定价总金额６１２．７８亿元。

课本———出版课本６８　１４５种（初版２３　９３９种，重版、重印４４
２０６种），总印数３３．５５亿册，定价总金额３１６．８６亿元。

图片———出版图片７６５种（初版６０７种，重版、重印１５８种），总
印数０．１０亿册（张），定价总金额１．２３亿元。

附录———出版附录总印数０．３５亿册（张），定价总金额５．１４亿
元。总体规模见附录表１－１。

（２）数字出版与纸介质出版。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十一五”期
间，数字出版初具规模，快速发展，对传统纸介质出版的冲击愈演
愈烈。而数字出版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其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到底
有多强，由于前几年没有官方对数字出版的权威统计数据，一时间
众说纷纭。直到２０１０年新闻出版总署首次正式发布了２００９年数
字出版的产业统计数据，我们才对数字出版的产业规模有了比较
准确的认知。２０１１年新闻出版总署再次发布２０１０年的数字出版
产业统计数据，使我们对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发展速度有了比较准
确的了解。

目前国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数字出版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
网络型，如网络报纸、电子书、电子期刊、网络游戏、手机出版、博客
等；另一种是封装型，如数据库、只读光盘（ＣＤ－ＲＯＭ）、高密度只读
光盘（ＤＶＤ－ＲＯＭ）等电子出版物和ＣＤ、ＶＣＤ、ＤＶＤ音像光盘等。
在此我们所涉及的非纸介质出版物则涵盖了音像制品出版、电子
出版物出版和数字出版。具体数据详见附录表１－２。

２．图书出版的发展
图书出版总印数在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的１９９９年达到峰

值———７３．１６亿册。时至“十一五”末，虽然图书出版总印数达到新
世纪以来的最高点，但距１９９９年的峰值尚差两亿册。《新闻出版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确定的图书出版总印数期末指标为７９．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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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期望在５年的时间内实现７．５亿册的出版目标，应该说是任重
道远。

与图书总印数５年间徘徊不前相比，出版品种则在５年间增长
迅速。《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对图书出版品种指标的要
求是“到２０１０年，种数控制在２５．５万种”，年均增长为２．８％，但实
际完成的数量为规划指标的１．２９倍，年均增长率达８．１％。“十
五”期间，图书出版品种增长不足８万种，而“十一五”期间，图书出
版品种增长过１０万种。如此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可以满足更多读
者的不同需求，丰富广大民众的阅读，但是其中的重复出版、内容
同质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书业的浮躁———盲目追求品种
规模。这是造成库存超标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当前书业之痛。

据统计，２００９年我国出版图书７０亿册（张），年图书出版量连
续５年位居世界前列。至２０１０年年底，新闻出版业总产值突破１
万亿。其中图书销售增长２０％左右，印刷业总产值达到５　７４６．２
亿元；数字出版总产值达到７９９．４亿元，首次超过传统图书出版，

投资总额增长３５％左右。为提高文化产业的含金量，新闻出版体
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并驾齐驱，全国所有的经营性图书、音像出
版单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３　０００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转制，１００
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
破，４５家新闻出版企业成功上市，总市值达到５　７００亿元［４］。

（二）图书发行业概况

在改革之前，我国图书出版发行业全部为国有企业。相比之

下，我国图书批发环节的组成比较复杂。从业务范围和层次上讲，

可分为总发行商和普通批发商两种：图书总发行（即总批发、总经
销），是指一级批发的发行事宜；而普通批发商从总发行商进货后，

负责将图书批发给下级批发商或零售书店，具体结构见图１－１。从
所有权结构的角度讲，批发商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

其中拥有国内总发行权的企业主要是国有的各出版社自身（只能
负责本社出版图书的发行）、京津沪渝新华书店发行所、各省级新
华书店和一些民营企业。而普通批发商主要包括各省级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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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营图书批发商。
零售书店同样既有国营书店，如新华书店，也有许多民营书

店。图书发行网点至２００９年全国共有１６０　４０７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
减少０．５３％。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９　９５３处，与２００８年
相比减少３．３８％；供销社发行网点１　６３６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减少

１２．４２％；出版社自办发行网点５０８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减少４．８７％；
文化、教育、广电、邮政系统发行网点３８　２１５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增
加１．８６％；新华书店系统外批发网点５　８００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增加

６．３４％；集个体零售网点１０４　２６９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减少１．２３％［３］。

图１－１　出版业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国出版物发行业从业人员７０．９７万人。其中国
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从业人员１３．８３万人；文化、教育、广电、邮
政系统发行从业人员７．６７万人；新华书店系统外批发点从业人员

１１．２７万人；集个体零售网点从业人员３２．１４万人［３］。

二、我国图书业发展中的问题

（一）出版结构不合理，对教材教辅的依存度过高

新闻出版总署《２０１０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的数据
显示，图书品种结构不合理。具体数据见表１－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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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问题，我们选择美国的图书结构做一简要对比。虽然
我国与美国的图书分类体系不同，但从表１－１与表１－２的对比中可
以看出美国与我国在图书出版结构上的差异［３］。在２００４年美国
出版的９５　５５１种新书中教育类只有２　７１９种，占全品种的２．８４％；
其小说、诗歌戏剧、社会学、经济学及儿童类大众图书共计３５　６９２
种占全品种３７．３％。我们不是说美国图书品种结构就是绝对合理
的，但是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类出版比例过高，显然图
书出版结构是不合理的［３］。

表１－１　２０１０年我国图书出版品种统计（初版）

品　种 数　量 占全品种的比例

天文学、地球科学类 １２６５　 １％

生物科学类 １２７８　 １％

医药卫生类 ９９９８　 １０％

农业科学类 ３２０８　 ３％

工业技术类 ２２　６５４　 ２２％

交通运输类 ２０３５　 ２％

航空、航天类 ２０５　 ０．３％

环境科学类 １１２４　 １％

综合类 １５８７　 ２％

大专及大专以上课本 １６　４８８　 １６％

中专课本 １６１２　 ２％

中学课本 ５８５　 １％

小学课本 ５２１　 １％

业余教育课本 ２１７４　 ２％

教学用书 ２５５５　 ２％

少年儿童读物 １２　６４０　 １２％

合计 １６８　５９１　 １００％

注：此表根据新闻出版总署２０１０年统计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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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０４年美国出版新书品种统计

图书分类 图书新书品种

农业类 ６４７

艺术类 ３　９３７

传记类 ３　５９０

经济类 ２　９４４

教育类 ２　７１９

小说类 １０　８６５

一般手工劳作类 ２　２２１

历史类 ４　９２２

国内经济类 ２　０１５

儿童类 １２　１８１

语言类 １　７９５

法律类 １　５２２

文学类 ２　６００

医药类 ４　３０３

音乐类 １　２２５

哲学、心理学 ４　３６８

诗歌、戏剧 ２　３７３

宗教类 ７　０９６

科学类 ４　７２１

社会学、经济学 １０　２７３

运动、娱乐 ２　９１３

技术类 ４　３２５

旅游类 ２　０３６

总计 ９５　５９１

注：数据来源：ｗｗｗ．ｂｏｗｋｅ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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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产品结构是中国书业结构调整战略的重要一环，在“十一
五”期间得以持续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５年间，中国书业经历
了第二轮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教材循环使用等变革，虽然业内对
这些变革尚存不同看法，它们对中国书业所起的作用尚难定论，但
“十一五”期间中国书业教材出版比重开始下降。

但在２０１０年，教材出版总印数比重出现反弹，分别比上年增长，
总印数比重升至４６．７９％，提高了０．８２个百分点（见附录表１－４）。

究其缘由，在于当年教材出版总印数增幅，不但高于与其相对
应的一般图书出版总印数，也还高于书业整体出版总印数。

（二）产业集中度低，市场份额分化

李远涛在《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行业竞争结构分析》中指出：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５７３家出版社中，单体最大的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年销售码洋为２３．５亿元，年销售码洋超过１亿元的出版社
只有８９家。其中以教育出版为主的４０家，以各种专业图书出版为
主的２８家，以大众类图书为主的２２家。从产业内的结构来看，除
了高等教育集中度高外，全国各地的教育出版社在普通教育图书
市场上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大众图书市场极度分散，领先者的规
模很少超过２亿元；专业图书市场结构稍佳，法律、医学图书出版
比较集中，科技、财经出版整体上相当分散，但在计算机、建筑图书
领域有一定的集中度。

（三）业务高度同质化

目前，全国一共５００余家出版社，有４００多家都参与大、中、小
学教材和教辅图书的出版，同时还涉足大量的大众出版和部分专
业出版内容。例如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有多个出版社出版，四
大名著多至上百个版本，《全唐诗》、《全宋词》等也是如此。在教辅
读物出版领域，重复则更为严重。中小学阶段知识点有限，但每个
年级都有成百上千的教辅材料；高校教材重复出版也很严重，据我
们调查：在某大学图书馆，即使按精确匹配的方式检索，也能搜索
出２２９条书名为《市场营销学》的教材，其中１４４条的出版时间为

２０００年以后。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图书市场繁荣的景象后面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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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图书产品的高度同质化倾向。

（四）信息化水平低

中国图书出版业年造货、销售、库存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信息化
水平的提高，出版社要想经常性的获取图书销售的市场信息极其
困难，缺乏有力的行业组织和行业调查机构来完成这个链接。并
且，鉴于读者的图书品牌意识，各类销售商对于出版者的品牌开始
有所要求，客观上造成很多出版社的图书基本上出不了省界。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和上述的信息机制匮乏，居于产业
链上游的出版社对市场不能深入地接触和快速地了解，编辑和选
题人员大多不具有成本和风险意识；在下游，由于发行渠道分布的
散乱，导致上游出版社交易成本增大；终端图书产品信息反馈滞
后，出版企业对市场脉搏难以把握，凭经验确定图书产品的生产数
量，供过于求的情况比比皆是。此外，由于我国图书产品销售采用
赊销制，在市场机制不成熟、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引起大量的回
款拖欠。在此情况下，上游出版社为保证资金链的延续，不得不集
中大量人力财力应付营销渠道，客观上削弱了对选题开发、内容创
新与其他出版资源的投入。与此同时，渠道也陷入了怪圈，为了应
付众多出版社的大量同质产品，只有以有限的利润与若干的销售
商竞争，于是一方面上游盲目生产，狂发滥铺；另一方面下游退货
率奇高，导致低价书泛滥，甚至出现了一股专门以收购报废书为
名，行低价售书之实的暗流，严重扰乱图书市场秩序。最严重的后
果是———诚信丧失，上下游之间完全成了零和博弈关系，最终都直
接导致利润降低、物流成本加大、管理运营成本增大。

（五）发行环节零散

１．新华书店的改革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盘
国营老字号———新华书店是中国几乎近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

图书发行单位。它的作用近似于发行中盘。新华书店作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长时间唯一的图书发行渠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衣
食无忧，即使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我国的中小学
教材图书发行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是由出版管理部门指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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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新华书店总发行的垄断运营机制，而中小学教材的稳定发
行给新华书店带来了稳定而丰厚的利润。但是，当时代前进的步
伐跨进２１世纪时，新华书店的危机逼近，垄断逐渐打破。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中小
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和《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
试点实施办法》。到２００４年，教材的招投标在全国推行，意味着新
华书店对中小学教材的独家发行被打破，导致新华书店开始了长
达数年的艰苦改革，但是各自为阵的改革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
盘，反而导致图书市场的分割，并导致建国后建立起来的新华书店
销售网络的崩溃，其结果就是在县级以下村镇没有书店网络。

２．民营书业的固有局限性不能承担发行中盘的大任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新的《出版物市场
管理规定》，打破了图书发行的所有制限制，使民营图书发行企业
获得了与新华书店公平竞争的权利。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志鸿教育集团山东
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性连锁经
营权许可”，这是国内首家同时获得“两权”的民营书业公司，标志
着民营资本从此拥有了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政策空间。目前，全国
有二三十家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民营书业企业，网点也已经有七八
万家。民营书业的迅速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市场的活力，
但是由于资金和规模的限制，以及相关政策的制约大多数民营书
业受其自身的局限无力承担发行中盘的大任。

３．国外资本进入受政策制约作用有限
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外资书业开始进入我国图书市场。２００３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颁布了《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
业管理办法》，同年５月１日开始实施。该《办法》规定从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起，外资和合资企业可以申请从事国内出版物的批发业务。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开始实施新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进一步放
松管制，规定境外资本也有申请出版物总发行权和批发的资格。

最早进入的是德国贝塔斯曼和亚马逊，贝塔斯曼还入股了国
内颇具规模的民营连锁书店２１世纪锦绣图书连锁有限公司，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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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书店的进入在资本运营、经营管理等方面独具特色，但是受政策
的制约它们不可能在中国的书业市场上成为龙头老大。

（六）库存量增大积压严重

在行业成长性方面，图书市场仍处于扩张中，但增长放缓，利润
有相当部分沉淀在存货中。由于无法根据销售信息对市场做出准确
的判断，加剧了上游的盲目生产，造成供求脱节，也使退货难以控制，

造成产品的大量积压。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华书店系统、
出版企业自办发行单位年末库存５３．００亿（册／张／份／盒）、７３７．８０亿
元，与上年相比数量增长４．７０％，金额增长１２．０９％［１］。这表明图书
销售的增长主要靠增加品种、提高定价来拉动。

（七）链上节点功能互渗

目前的书业链上各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大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
虑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缺乏约束机制，企业可以很
容易地在不同的链中迁移，这种状况造成出版与发行的产业链高
度分散，行业效益受到严重损耗，不顺畅的供应链使出版业上游和
下游之间的交易成本日益增高。并且在出版社、批发商和规模稍
大一些的零售店的出版产业链上还呈现相互间的功能渗透现象，
使得整个书业链错综复杂。书业生产链中出版、中盘、零售三个环
节的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逐步向对方的业务领地扩张，呈纵向扩
展的态势。上游出版社以自办发行、开设专业图书代理、开办书店
（连锁店）的方式向中盘和零售环节扩张；而原来作为管理店的省
级新华书店和一些辐射能力较强的地市级新华书店也纷纷建立大
型图书批销中心，大举进入中盘领域，但又没有哪一家能形成真正
意义上的中盘。同时，“中盘”也积极介入上游出版社的选题及编
辑出版业务，试图自立产销链，如四川新华文轩（原四川省新华书
店）２００８年与华夏出版社成立华夏盛轩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底
与海南出版社合资成立公司，２０１０年初又与商务印书馆合资成立
商务印书馆（成都）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３月安徽新华发行集团
与新世界出版社合资组建新的股份制公司。这些下游向上游介入
的逐步扩大，由简单的资源合作朝着资本介入、机构重组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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