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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革新极大地解

放了传播生产力，于是，出版与传媒现象已经无时无处不在我们身

边，不但有传统的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而且有新兴的网

络媒体、手机媒体，更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而成的媒体，如电

子书报刊、数字广播电影电视、手机书报刊等。在此出版、传媒、电信

大融合的背景下，“渠道为王”、“技术为王”等被奉为媒体发展与竞争

的铁律。

但是，出版业作为内容产业，内容应该是其在媒体融合时代的核

心竞争力，“内容为王”应该成为其根本的价值诉求。因为，无论技术

和媒体如何发展变化，优质的内容始终是出版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制

高点；还因为，随着传媒与渠道的发展和过剩，优质的内容显得更为

稀缺。而对于稀缺的优质的内容资源，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就成为出

版传媒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与范围经济效益、并进而实现做大做

强目标的一个战略性问题。这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围绕

这一主要问题，本书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本书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印刷媒体之间的互动。

首先介绍了印刷媒体互动的历史背景和产业基础：即近代通讯技术

的现代化、近代印刷技术的革新、近代交通条件的改善、近代商业社

会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民营出版业占主导地位等为近代新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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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产业分工、合作的复杂，包括书报刊等行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以

及出版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这是媒体互动的基础。其次，对印刷

媒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行了探讨。这些方式包括：小说的报刊连载

与结集出版，单种图书的丛书出版。小说的报刊连载是利用报刊的
“可共享投入”进行互动；而小说的结集出版则是利用连载小说的“可

共享投入”进行互动；丛书的出版是利用出版企业（尤其是大型出版

企业）在编辑、印刷、发行等环节的“可共享投入”进行互动。最后，分

析了印刷媒体互动的效应，即互动的互补性程度比较高，互动的成本

比较低，以及互动对出版业的发展仅具有局部性、偶然性的意义。

第二部分阐述出版与影视之间的互动。首先交代了出版与影视

互动的历史背景，即出版与影视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具体表现在：民

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快于民族电影业的发展；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８年间，

出版与影视发展非常缓慢；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间，出版业的发展快于

影视业的发展；１９８５年以后，影视业的发展开始超过出版业的发展。

其次，探讨了出版与影视互动的方式，即民国时期电影利用出版业的
“可共享投入”进行互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出版与影视之间基本

上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互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间，影视利用出版业

的“可共享投入”进行互动；１９８５年以后，出版业普遍利用影视业的
“可共享投入”进行互动。最后，指出了出版与影视互动的效应，即互

动的互补性程度高，互动的成本也高，互动对于出版业和影视业的发

展只具有局部性、偶然性的意义。

第三部分讨论网络媒体与其他媒体之间的互动。首先介绍网络

出版的历史背景，包括网络出版的历史发展阶段，即网络出版的探索

阶段、电子出版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与网络技术的结合阶段、网络出

版与多种媒体大融合形成“大媒体”阶段；网络出版的特点，即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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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流通的网络化、出版流程简约化、出版的交互性和增值性、出

版内容的个性化、识读多元化等。其次，探讨了网络媒体与其他媒体

互动的方式，主要包括媒体（产业）融合和媒体（产业）分工。媒体融

合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各种媒体在形态上实现了融合、在信息传播流

程上实现了整合、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实现了角色互换和多位一

体。媒体分工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媒体融合是相对的，媒体在融合中

必然会出现媒体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而这就要求媒体之间按照各自

的优势进行分工、合作，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链。最后，指出了网络媒

体与其他媒体互动的主要特点，即互动中的可替代性较强，其原因在

于：第一，网络媒体与其他媒体的互动对于出版产业的发展具有全局

性、普遍性的意义，因而互动是全面的、普遍的，而不是如印刷媒体之

间的互动以及出版与影视互动那样是局部性的、偶然性的，或者说只

选择那些具有较好市场效应的创意资源进行互动；第二，网络媒体与

其他媒体实现了高度兼容，而高度兼容必然意味着高度替代；第三，

对互动中的互补性起关键性作用的“可共享投入”，因产业链尚不完

整、媒体（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严重缺失。

第四部分探讨网络出版的最新形式。首先简要介绍了电子书、

手机图书、按需出版、博客图书等网络出版形式的出现背景。其次，

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这些网络出版形式在产业链建设、产业分工与合

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电子书而言，技术上的不成熟和不稳定，包括

显示技术、移动阅读技术、文件格式等，内容整合上缺乏特色，消费市

场中盗版猖獗，传统阅读习惯尚难改变等因素制约了其发展。对于

手机图书而言，移动运营商、数字技术提供商、数字出版商、传统出版

社、手机设备制造商等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按需出

版而言，一方面，国内按需出版技术与设备比较落后，这提高了按需

出版的成本，从而制约了按需出版的发展规模；另一方面，按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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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出版之间并没有实现有效的对接，传统出版在内容资源、人才

资源、发行资源等方面还不能为按需出版提供有力的支持。对于博

客图书而言，从博客脱网而出成为博客图书需要适应不同媒体的属

性和传播范式，因此，只有那些具有鲜明的个性、一定的思想深度、有

效的博客评价指数等特质的博客才适宜成为图书的选题。最后，探

讨了各种网络出版形式在图书市场营销中的运用和尝试。

第五部分是总结。首先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信息传播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不同的媒体各有其传播

优势；第三，信息传播技术是形成“可共享投入”的前提；第四，产业分

工、合作与融合丰富了创意资源配置的方式；第五，互动可以实现价

值链的延伸；第六，不同时期不同媒体的互动效应有所不同。其次，

指出了出版业跨媒体互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管理体制问题、信

息化建设问题、出版人才问题、产业链建设问题、版权保护问题等。

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加快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加

快信息化建设、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加强产业链建设、加强版权

保护、开展资本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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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１．１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１．１．１　研究背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传播技术

引发了一场传媒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

式、接受方式和受众市场格局；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

影、电子书报刊等掀起了一股传统媒体数字化的浪潮，网络

媒体、移动媒体则在数字化的前沿开疆拓土。媒介是信息

内容的传播载体，媒介革新无疑能够释放信息内容的开发

潜力。在我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电子出版、网络出

版、手机出版、跨媒体出版方兴未艾；电视诗歌散文、电视小

说、电视报告文学、电视读书等电视文学栏目也纷纷兴起。

出版业中创意资源的多种利用方式令人眼花缭乱。尽管传

统的以印刷出版方式利用创意资源的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

的变化，但是新的创意资源利用方式已经显示出了蓬勃生

机。仅以电子图书出版为例，２００５年，我国电子图书出版总

量超过２１万种，位居全球第一；电子图书收入达到１．５亿元
（人民币）。与２００４年相比，发行量上亿码洋的出版社合作

出版电子图书的数量增长了２４％，同步出版电子图书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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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增加了６５％，总的出版品种数增加了４０％。电子图书

这种增长势头在今后会越来越快，据专家预测，２０１０年，

９０％以上的出版商将定期出版电子图书，当年出版的所有

图书都将具有电子图书版；２０１５年，电子图书在中国的销售

额将达到１００亿元（人民币），出版社电子图书的销售额将

超过包括纸质书在内的全部销售额的２０％；２０１８年，电子

图书零售店在机场、火车站等地方普及，读者可以随时随地

买到电子图书。①

１．１．２　选题意义

理论意义。首先，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导致出版产业

的革命，而出版产业的革命将促进和丰富产业经济学理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融合的势头越来越强劲，趋势越

来越明显，出版业与其他传媒产业之间的融合，是对传统产

业分立的一种否定，这必然带来产业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

媒体产业融合对传统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重要理论进

行了拓展，从而促进和丰富了产业经济学理论。其次，对
“可共享投入”理论的丰富。一般产品（如工业产品）的“可

共享投入”主要发生在同一产品、同一类型企业之间；而图

书等媒体产品由于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即同一创意内容可

以有不同形式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相互之间的转换成本

比较低，因此，“可共享投入”主要发生在不同的产品、不同

的企业之间，如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之间，传统出版社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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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出版商之间等。

现实意义。首先，创意资源配置是当前出版业发展所

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媒体构成

很大的冲击。据我国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倾向与抽样调

查”的调查结果，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６年持续走低，

２００５年识字者阅读率为４８．７％，第一次低于５０％。同时，

我国国民网络阅读率却飞速上涨，上网阅读率已经达到

２７．８％，与１９９９年的３．７％相比，７年间增长了７．５倍。与

此同时，报纸和期刊的发行量和回报率下降更快。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我国期刊的总印数和平均期印数持续下滑。５年

内期刊平均期印数由２１５４４万册下降到１７２０８万册。全国

各大报社的广告营业额也普遍大幅度下滑，平均跌幅超过

１５％。而另一方面，２００５年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占

广告收入均持续上扬，网络广告总收入达到１９亿元（人民

币），几乎相当于当年期刊的广告总收入。① 面对新媒体的

冲击，部分报刊社主动求变，积极转型。而有些出版社则顾

虑重重：不开展网络出版，图书的利用率和回报率无法提

高；开展网络出版，又可能会冲击纸版市场。一些报社也面

临着同样的悖论：不向网络进军，市场在不断萎缩；而开辟

网络阵地，那么有了网络版或电子版之后，纸质版还有无存

在的必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创意资源配置上究竟是什

么关系：替代还是互补？如何提高媒体之间的互补性？这

些是本文的主要议题。其次，研究创意资源的配置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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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创意资源配置是出

版业发展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创意资源的配置

及其效率的提高对出版业的管理体制、出版企业的组织结

构及业务流程、出版人才的培养、出版产业链的建设、出版

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等诸多方面都会提出新的要求。因此，

研究创意资源的配置是探讨当前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

切入口，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应该以创意资源的配置及其

效率作为重要参照。

１．２　国内外研究状况

出版业是创意产业，创意资源是出版业发展的关键性

资源，创意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出版业发展水

平的标志。但是，目前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专门性研究不

是很多。下面就一些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分阶段进行介

绍。

１．２．１　关于１８９２～１９２１年间报刊与小说互动的研究
（１）对近代报刊与小说的关系进行阐述。如郭延礼指

出了近代报刊多数刊载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一是文学作

品的可读性强，易于吸引读者，可增加报刊的销售量；二是

报刊的增加和商品化，稿件供应成了一个问题；三是文学观

念的转变，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文学之最上乘，这种新的文

学观念对报刊重视小说具有导向作用。① 颜琳认为近代是

·４·

① 郭延礼．传媒、稿酬与近代作家的职业化 ［Ｊ］．齐鲁学刊，１９９９（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