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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书业调查》

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出版市场化脚步应运而生的行业。
    这是一个推动中国出版市场化进程蓬勃发展的群体。
    中国民营出版商，古老的名字，新生的事物。它似乎很远，因为对于常人来他们是那么神秘，产生
过若干的传奇或传说。它其实也很近，因为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劳动者，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常人
的喜怒哀乐。
    本书从多个角度介绍和披露了中国民营出版商这个新生的行业、新生的群体诞生、发展、经营的历
史和现状，并对其走势进行预测探讨，内容新鲜、全面、生动、权威，使读者能够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是中国民营出版业的第一本蓝皮书，无论是对于出版界业内人士，还是对于其他关心文化发展的各
界社会人士，都值得一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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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革学，男，1970年生人，原籍陕西，就学北京，落脚天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就职于天津市河
西区政府，著作有《美国总统的生活艺术》、《多梦季节》、《陨落的将星》、《美国总统的外交艺
术》、《1969：中国知青在缅甸》等，发表诗文多篇，其中政论文多篇刊载于中外报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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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基本就是拼凑而成的！
2、民营书商浮出水面。
3、论文资料
4、让外行开了点眼界，但是太重复了，明明100页可以搞定的要搞成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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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民营书业调查》的笔记-当代中国民营出版的演变

        图书出版在中国是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要部门，连图书零售业也属于特种行业，得到一个书店的营
业执照很难。

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运作意识和商业操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凸显出来。一批文化人士进入。

之后，第一批书商出现，多事剪刀浆糊。
1989前，可以称作民营树叶的第一个阶段。。

1995-1997,是民营出版的全盛期。黑镜头，老照片，绝对隐私。中国可以说不。
  另外，有一批学人，如石涛、贺雄飞等，格调

90年代中期，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与转型期社会的价值冲突和文化选择构成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
。
人文精神讨论，之后，读书换帅。

民营树叶，在于官方既勾结又排斥的纠缠中缓慢前行。

二、工作室
工作室以公
司名义做工商登记，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是图书批销而没有图书出版业务。
在国家对出版社全面剥离的今天，出版机构很难冒着很大的风险，对人力财力投入。

工作室不受新闻出版机构上级单位的制约，可以随时根据国家政策或者市场情况调整经营方向，比如
小说好卖就做小说，而出版社却不能超范围。

还有就是出版社和工作室合作，

1984年，协作出版被认同。承包制出现。

民营出版于出版社的关系，民营被书号制约，因此要和社里保持关系，出版社以来民营出版

2001年，曾经有出现过，境外资金可以进入图书发行和制作环节，并且允许社会法人资金与出版社进
行合作项目，于是让大家以为出版将在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以商业味导向的合作。买卖书号虽然具有了
准市场特征：半公开，有行家，但是政策还是明文规定只允许国营资金的合法进入。

在中国加入WTO，有期期望中国出版业与世界接轨，但是唯一可做的是版权引进。中国畅销书低，跟
国民素质之外，是出版业自身体软。
官方的发行中盘几近崩溃，民营书业又缺乏整合适合。国际资本，还是被阻拦在出版大门外，贝塔斯
曼只能在上海而不准在北京建立读者俱乐部。

民营出版将迫使官方出版变革，还是官方出版的变革将扼杀民营出版的存货。
此处的民营出版不是产权分明的私营企业，也不是以往被国家垄断如今向民营开放的行业，事实上，
它从来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也从来没有被法律或者政策承认过。充其量只是官方以书号的方式向民
营资本寻租，官方人为的以书号成本强行参与分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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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书业调查》

                                                《二十一世纪》徐晓

2、《中国民营书业调查》的笔记-本书

        书商运作一本书，成本和风险都要远远高于出版社，光书号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再加上稿酬
等——（所以，会在政策限治下开展）

如果是也书商运作的书，出版社负责主渠道的发行，书商负责二渠道的发行。
等到有一天，我们不再有主渠道和二渠道之分，不再有出版社和书商之别，

内容固然重要，建立合适的渠道让读者买到书，确实成功的关键

一般而言，畅销书的价值链条是专业构成：出版商印刷成本在25—30%，作者版税10-15%,出版社合理
利润10%，批发价在五六折，分布在各地的零售商共同分享剩下的30—45%，三个月之内是各方利润最
丰厚的时期，三个月畅销期过后，书价回落，各个环节的利润就会被稀释。

零售行业，政策壁垒最低，往上走，壁垒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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