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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8年生。1982年苏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国贸专业研究生课程结业后
留学日本。1998年4月~东京大学日本1999年11月就读于研究生院社会福祉专业，同年11月受聘于日本
《中文导报》，担任报社记者。2002年3月起为日本Apples eed Agency Ltd签约作家，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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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书馆查资料找到的书，信息量太足，作者把中日出版相关的选题几乎写了个遍让我再怎么下笔
（暴哭
2、很详细啊，产业结构+数据为basic，比较全面。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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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的笔记-第三章 中日图书编辑之大不同

        第三章
中日图书编辑之大不同
【中国图书编辑权利大地位高 可以在书页上署名（日本不行）可以对书稿内容进行修改编辑 且分工
细化为文字编辑和策划编辑 现如今策划编辑已开始成为一个出版社的核心 而日本图书编辑与作者的
关系就是敦促作者完成书稿 为了降低成本现状83.4%出版社将图书编辑业务外包 图书编辑的地位也日
益边缘化】

2、《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的笔记-第一章 中国图书出版业的现状

        第一章 中国图书出版业的现状
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分析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从2005年开始对中国图书销售的市况加以细分。其中共分为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
育（含教辅）、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少儿、大中专科教材、中小学教材、其他图书以及期刊、报纸
、音像、电子书籍等12大类。及期刊、报纸、音像、电子书籍在统计中列为其他项。

2012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销售 资料来源：开卷公司有关市场统计资料
教辅25.21% 社科18.51% 文艺16.95% 少儿15.15% 科技9.21% 语言8.25% 生活6.28% 综合0.12%

中国图书市场以教材及教辅书籍为绝对主体的市场。

2007-2012年间学术文化图书大幅度起伏型增长，教辅图书始终保持稳定增长。
畅销书特点
少有纯文学
前景
2007-2009年间，中国民营书店锐减了1万之多。民营实体书店大规模倒闭，给中国图书出版市场前景
蒙上阴影。
2010年，北京市实体书店仅1800家左右，伦敦市2904家，纽约市7298家，东京市4715家。人均拥有量，
平均每万人拥有书店量分别为1.06家，3.87/8.88/3.75家。

中国新闻出版社研究院2012年4月发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1年，中国18~70岁国民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只有4.35本，比起韩国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少得多。

图书行业行政性垄断（中国特色）：进入的审批制（自1957年以来，出版社的建立需通过政府审批，
因此出版工作室仅能通过与出版社合作间接获得出版的权利）书号的配给制、企业的行政级别（各地
政府新闻局直接领导下的出版企业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

导致结局
中国出版行业当下存在的弊端
产业的准入与退出障碍、书号配给下的寻租、行政垄断下的区域性布局以及产品结构上的高度依赖教
材等。

3、《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的笔记-第四章 中日图书版权输出之异同

Page 4



《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

        第四章
中日图书版权输出之异同
【虽然有国家文化输出方面的政策支持，但是缺少世界级的作家优秀的译者，以及和国外出版商沟通
交流的平台。】

4、《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的笔记-第六章 中日电子书市场发展之异同

        第六章
中日电子书市场发展之异同

纸质图书出版成本：作者稿酬10% 出版社成本20% 书店流通成本30% 印刷装订成本40%
电子书出版成本：减少55~50%

在国内有盛大文学（网络文学）这一模式，绕开了出版社，文字编辑上传全部由作者负责，网络运营
商只需提供平台和相关维护服务，阅读网络文学费用的收取依据字数，作者的收入依据点击量、月票
、打赏与网络运营商分成。中国电子书市场忽视了出版社对版权的控制，因此盗版书猖獗，这是最大
的问题。

电子书面临的问题：1.读者对电子书的接受度 2.电子书籍的版权问题 3.电子阅读终端 4.收益低 

5、《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的笔记-第五章 中日图书销售之异同

        第五章
中日图书销售之异同
【日本主要销售渠道：独立书店、24小时店、车站店等，日本最大的二手书店Book of Corporation.
中国网络销售成为常态，电子书籍及图书网购市场已然成为行业外企业的天下。图书和咖啡馆、沙龙
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新模式，新文化销售方式，例如上海2666图书馆、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单向街
图书馆等。】

6、《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的笔记-第七章 中日图书出版业未来之走向

        第七章
中日图书出版业未来之走向

读者阅读心态的变化，《经济学人》11年7月封面话题“新闻业的未来——重返咖啡馆”，数字化时代
阅读的未来是咖啡馆，在内容及形式上选择适合读者阅读心态的书成为数字化时代纸质图书的最主要
选择。
传播途径的创新：数字化时代图书营销模式，与咖啡馆结合，更重视体验和服务。

7、《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的笔记-第二章 日本图书出版业的现状

        第二章
日本图书出版业的现状
前景不佳 中日图书出版行业差距逐渐发生逆转
构造变迁：
不断萎缩的市场、不断增加的新书品种和书籍返品率、不断减少的出版社书店、回落的图书价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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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经济不景气、图书购买力低下、平装小开本和文库本的不断推出）
市场发展分析：
对电子书籍态度保守
【日本人对传统纸质书较为推崇 态度保守 但随着老龄化 年轻人逐渐接受电子化读物 数字出版对纸质
图书的颠覆式必然的结果 实体书店大幅倒闭 经济低迷 图书市场不断萎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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