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出版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走 出 去 专 栏

《中国出版》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12 年 6 月上 19

印刷企业应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先遣队”

文 /何明星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 2011 年 12 月 22 日

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已在

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 459 项，其中，从事图书出

版的分支机构 28 个，从事期刊出版业务的分支机构

14 个，报刊及新闻采编分支机构 275 个，数字出版

子公司 15 个，出版物发行网点 65 个（包括网络书店

4个），印刷或光盘复制工厂 45 个，出版教育、培训、

版权、信息服务机构 7个。另外，通过收购或参股建

立的海外网点有 10 个”[1]。这表明中国新闻出版业的

触角已经全方位地伸向了世界，“十一五”期间全面

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成功跨越了第一阶段，开始在版权

输出、产品出口、数字传播、加工外贸和对外投资等

领域朝着纵深方向拓展，再加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召开后，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将会进一步加

快中国出版企业走向世界的步伐。

但与此同时，走出去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也走上

前台。第一，笔者通过对一些在境外办刊、办报、办社、

办厂、办店的中国出版企业实地调研发现，已经走出

去的中国出版企业普遍存在着走出去设点容易，但真

正落地难、生根难、做大做强更难的问题。有些海外

分公司、出版分社在最初成立时雄心勃勃，计划每年

10 ～ 20 个品种，但实际运行下来只能完成 2～ 3 个

品种。相当部分的海外机构还停留在收集信息等服务

层面，绝大部分还没有开展出版业务。中国图书、报

刊等文化产品的小众化、渠道边缘化依然没有找到根

本解决路径。第二，一些国家、地区的政府因中国经

济实力不断壮大而日渐增加防范意识，海外媒体对“中

国威胁论”的渲染，使中国文化产品普遍遭遇文化壁

垒。例如，曾经作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标志性产品《狼

图腾》一书，西方媒体界、评论界大肆渲染作者的“文

革知青”、“1989 天安门抗议者”等敏感身份来换取

英语世界的读者认同，大大偏离了中国出版者的预期

目标；《狼图腾》一书在日本，成为全方位接受西方

价值观的日本舆论界用来解读早已不存在的蒙汉民族

矛盾的背景材料，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读者认为

正是中国实施的草原牲畜圈养、牧民定居等政策造成

了内蒙古草原的沙漠化，才使中国沙尘暴飞到了日本

上空。一部力图反思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学作品被

有意识地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了，反而导致了更大范

围的误解。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所遭遇的有意误读、

甚至别有用心的歪曲凸现西方文化壁垒的严峻性。

在整个业界苦苦探索中国出版走出去路径的时

候，其实不妨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经济是如何从 30 年

前的规模弱小到今天在世界上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的，其中利用劳动力优势先做来料加工、再做合资、

再壮大的发展路径特别值得中国出版界学习。因此，

笔者认为，中国出版在世界上要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先印刷、再发行、后出版的路径恐怕是中国出版走出

去的必由之路。

一、出版产业链上下游都走出去才能形成
竞争力

1. 出版、印刷、发行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三者

之间互为因果、有机结合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常态。

以印刷为例，对上能够反哺出版的编辑、策划环节，

对下还能够对销售渠道有所推动。但新中国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对出版、印刷、发行实行分业管理、

专业化发展，至今已经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这种管理

的好处是专业化、集中化，易于管理。但不足的是，

对于一个完整产业链条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时常常被

人为因素所阻碍，三者之间的互补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出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一些传统出版社所办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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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制改革的名义而被“社会化”之后，印刷生产环

节与上下游之间的联系被进一步弱化。

中外出版的发展史都证明，出版是依托印刷、发

行等实体性业务发展起来的，出版发展的初期曾经在

很长时间与印刷、发行混杂在一起。中外有很多著名

的出版集团、传媒集团都是从印刷厂、销售商起家的。

中国近代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就直接脱胎于印刷社，英

国朗文公司则是从书籍铺开始的。至 20 世纪初叶，

西方许多出版公司在出版图书同时还兼营艺术品、工

艺品，一些图书销售企业还把出版作为兼营业务，世

界出版业专业分工发展的历史并不长。

2. 中国传统的涉外宣传单位，早在中国出版走出

去战略实施之前，就已经在海外设立一些驻外机构，

经过多年实践发现，要单独开展图书、报刊等出版业

务往往很难立足。最先开展的业务往往是一些与出版

无关的文具销售、中国工艺品进出口等，有的甚至还

做旅游。中国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社还曾经在上世

纪 90 年代前后，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开办过

饭店，试图以饭店的利润支撑当地的斯瓦西里文出版

业务，但后来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当时坦桑尼亚

印刷厂奇缺，更不用说能够达到中国外文印刷厂的水

平了。可见出版业务的开展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上下游

产业链做支撑。

而今天中国出版企业，大部分刚刚完成体制改革，

普遍存在经济实力弱、规模小、专业人才缺乏等诸多

问题，迫切需要拓宽经营领域积攒经济实力、扩大出

版资源，以期能够与世界出版巨头正面竞争。因此，

政府主管部门要突破某些长期形成的行业分工框框，

及时出台指导性文件，鼓励中国出版、印刷、发行三

大行业按照产业链内在需求互相融合，把集团做实，

使产业链的上下游一起走出去，从而增强整个出版产

业链在世界上的竞争实力。尤其是鼓励有实力的出版

集团、传媒集团，通过现代企业手段，兼并或者收购

国内外印刷企业，把在海外设厂、就地开展来料加工

等实体性业务作为走出去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使

已经走出去的出版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有了生产基地，再逐步向上下游延伸，逐步积累中国

文化产品的竞争实力。

二、以印刷外贸加工为抓手，先办厂、后出版、
再壮大

1. 中国印刷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 30 多年的

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廉，在

包装、书刊、报业、丝网等印刷方面与西方国家相

比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中国印刷业的整体经济规模，

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已经达到 6367.73 亿元人民

币，印刷业总产值环比增长达到 17.5%，远远超过

“十一五”预期 8%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预期 4400

亿元人民币的目标，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印刷

业第三大国，早已成为第二个“中国制造”。仅以印

刷外贸加工一项为例，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 2008 年

达到 450 亿元人民币，2009 年略有下降，依然达到

439 亿元，2010 年迅速增加，已达到 661.65 亿元人

民币。欧美一些著名传媒集团、出版集团的期刊、报

纸以及图书教材基本都在中国印刷。根据人民卫生出

版社美国公司的数据，中国图书印刷的本土报价要比

印度低 30%，因此中国印刷业的比较优势还将持续存

在一段时间。有专家断言，中国新闻出版业将来能够

在世界上占据前列的大型出版集团，必定包含中国印

刷板块业务，它是当代中国出版传媒集团不可或缺的

竞争力。中国印刷业取得的发展水平，已经具备推动

中国出版业参与世界文化竞争的实力。

2. 印刷加工业务属于文化出版的实体性业务，不

像图书、期刊、报纸等文化产品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

易于被其他文化体所接受。事实上，包含印刷机械销

售、生产加工在内的中国印刷企业已尝试把触角伸向

海外，遇到的阻力不像出版那样大。安徽出版集团在

俄罗斯创建的新时代印刷有限公司业务已经拓展到了

全俄境内的 10 个州，北人股份有限公司在莫斯科成

立了“北人——莫斯科公司”，面向俄罗斯、乌克兰、

东欧等国家和地区销售北人的印刷机械。上海光华公

司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收购了日本秋山公

司。云南的运城制版有限公司在印尼、缅甸设立了 4

家子公司，专门开展对东盟地区的来料加工业务。业

内排名靠前的一些印刷企业基本都在西欧、北美等地

区开设了办事处，专门承揽海外印刷业务。因此，通

过印刷业务带动中国图书、报纸、期刊等文化产品走

出去的时机已经成熟。

3. 印刷加工涉及报刊、图书的设计、排、印、装

等印前、印后的诸多环节，无论是印前制版还是印后

加工，都是中国出版企业了解不同国家、地区、民族

文化消费习惯、接受特征的最佳信息平台。通过印刷

加工环节，可以率先获悉一些国家、地区的最新动态。

事实证明，通过印刷业务带动出版走出去，往往能够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几年一些地方出版集团，能

够把业务延伸至海外的，首先是那些并没有脱离出版

集团的印刷业务板块，并通过印刷外贸加工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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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带动了图书版权输出。

因此，鼓励中国出版走出去企业从开展印刷外贸

加工业务入手，尤其是鼓励那些本身就具有印刷业务

板块的出版集团率先在海外设立印刷厂，利用中国印

刷业已经具有的人才、技术优势，尤其是利用中国政

策性银行对中国生产机械设备出口的买方信贷等优惠

政策，解决最为关键的生产设备问题，就地开展来料

加工业务，先办厂、后出版，再壮大，应该是一条比

较现实的走出去举措。

三、鼓励有实力的中国印刷企业到海外开展
印刷和带动出版业务

1. 目前中国印刷企业总数已经超过 10 万家，主

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三个地

区的印刷企业数量达到 67715 家，占全国总数的

66.5% ； 工业产值 4332.34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

75.39% ； 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有 2043 家，占全国总数

的 83.7% ；这三个地区的印刷外贸加工业务占全国总

额的 98.7%。且不说大量纸介出版物的印刷外贸加工

业务大量消耗纸张，加剧国内本来就已十分紧张的纸

张市场压力，抬高国内出版物的直接成本，而且相当

数量的中国印刷企业在油墨、清洗剂等印刷原材料、

印刷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尚未达到先进发达国

家标准，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水体污染。因此，大量

印刷企业集中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三个经济发展核心区

域绝不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而开展印刷外贸加工

所得，与当地政府投入巨资消除其所造成的环境危害

相比，更是得不偿失。

2. 迄今为止，我国一直沿用 1997 年 3 月 8 日颁

布的《印刷业管理条例》对印刷外贸加工业务进行管

理。承接境外出版物印制的印刷企业，持有相关著作

权的合法证明文件，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就可以开机印刷。对于印制出

版物的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全部出境，不得在境内销售。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扶持本地

区的印刷企业承接境外印刷业务，特意开辟绿色通道，

简化承接境外印刷品的程序，缩短审批时限。有些地

方政府甚至允许一边开机、一边送审，将此前办理任

务批准书、准印证简化为只办理准印证。在一个产业

发展初期采取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是合理的而且是必

要的。但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环境压力已经十分

巨大的时代背景下，适当收紧在中国本土开展低水平

印刷加工业务的口子，尤其是通过相关立法限制一些

环境污染大、技术含量低的来华印刷业务，以此推动

中国印刷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加快“绿色印刷”的发

展步伐，尤其是推动一些有实力的中国印刷企业走出

去到海外开店设厂，从政策、制度层面整体推动中国

出版产业链整体走出去，已经迫在眉睫。

3.在 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中国印刷

业的百强榜单中，榜底企业收入分别为2.46亿元、2.53

亿元、2.74亿元人民币 [2]，而 2009年中国百强出版社的

名单中，有1亿码洋以下的数量竟有33家，可见中国

印刷整体实力远远高于中国出版。此外因为加入世贸组

织（WTO）等政策原因，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印刷

企业已经有2458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印刷业的国际

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要大大高于中国出版企业。因此对

国有控股而且实力较强的印刷企业适度放宽办报、办刊、

图书出版等许可，鼓励其在海外开展有关中国内容的图

书、报纸、期刊等出版业务，壮大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主

力阵容，从理论上是可行的，也值得充分尝试。

总之，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利用经

济手段传播中华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举措。中国出版

企业走出去，要突破西方文化壁垒，就要充分发挥出版

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借助已经具备一定竞

争实力的印刷外贸加工优势，率先在海外开展印刷加工

等实体性业务获得立足资本，先办厂，后出版，再逐步

把中国文化产品渗透到海外去。国内相关政府主管单位

应出台相关政策和指导性文件，以中国出版整体产业链

上下游都要走出去为目标，打破行业框框，鼓励出版、

印刷、发行三大行业按照产业链内在需求互相融合，把

出版、印刷、发行集团做实。尤其是鼓励出版集团、传

媒集团兼并收购国内外印刷企业到海外设厂大力开展印

刷加工业务，支持其在海外开办印刷业务的同时开展中

国主题的图书、报刊等发行业务。这样的举措可以取得

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可以从政策层面推动中国印刷业

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绿色印刷”产业的升级步伐；另

一方面将大大缓解印刷企业集中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

和环渤海地区的环保压力。最后，大量有实力的中国印

刷企业参与海外中国文化产品的传播，将增强中国出版

走出去的阵容，壮大中国出版产业链整体参与世界文化

竞争的实力。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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