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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业概论》

内容概要

《世界书业概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上编世界书业总论、中篇各国及地区书业透视和下篇困境与挑战。
中国书业面临双重挑战：信息时代电子媒介的替代效应和向完全市场化转轨的困境。要走出低谷，把
中国出版者的眼光引向世界，引向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国际书业的动态，并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
的教训。《世界书业概论》主要以英、美、德、日、法、俄、澳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具有
国际代表性的书业组织的规模、机构类型、经营管理、出版政策、编辑与制作手段、价格与销售以及
一些出版商应付国际国内市场考验的对策等内容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展现外国及我国港台地区书业
的全貌，达到探索人类编辑出版行为的本质特征、运作规律和全球传媒共生形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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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业概论》

作者简介

李苓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编辑出版专业负责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播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编辑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选派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中
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研究课题负责人。主要从事传播理论与编辑出版学研究，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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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业概论》

书籍目录

上编 世界书业总论　第一章 世界书业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使用　　第二节 书
籍复制活动的开创与发展　　第三节 印刷技术机械化的实现　第二章 世界书业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
特征　　第一节 世界书业形成的客观条件　　第二节 世界书业形成的主观条件　　第三节 关于书业
的定义　第三章 世界书业管理　　第一节 世界书业管理的横向概述　　第二节 组织管理　　第三节 
编 辑管理　　第四节 经营管理中编 各国及地区书业透视　第四章 英国书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
节 宏观审视：书业的生存环境　　第三节 微观考察：出版机构的运作模式　　第四节 主要出版社与
出版类型　　第五节 未来发展趋势　　【经典案例分析】品牌为王——培生集团模式研究　第五章 
美国书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畅销书与美国　　第三节 出版社的内部结构与经营管理　　第
四节 主要出版社　　第五节 前景及其问题　　【经典案例分析】做自己最擅长的——汤姆森集团模
式研究　第六章 德国书业　　第一节 生存与发展背景　　第二节 营销战略　　第三节 主要出版社　
　第四节 问题和未来趋势　　【经典案例分析】全球化基础上的本土化战略——贝塔斯曼集团模式研
究　第七章 俄罗斯联邦书业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1564-1985）　　第二节 改革时期（1985-1991年
底）　　第三节 俄罗斯联邦时期（1991年12月26日至今）　第八章 日本书业　　第一节 命脉与体征　
　第二节 书业机制　　第三节 书业管理　　第四节 流通渠道　　第五节 主要出版社　　第六节 出版
物的特点　　第七节 编 辑承包公司　　第八节 问题与发展趋势　　【经典案例分析】俗中见雅，标
高而不就低一一讲谈社模式研究　第九章 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书业　　第一节 台湾书业概述　　第
二节 21世纪台湾书业生存状态　⋯⋯  第十章 世界其他地区书业概况下编 困境与挑战  第十一章 外国
出版集团的生存模式  第十二章 大众时代的书刊品种  第十三章 电子传媒的挑战  第十四章 书业的未来
发展趋势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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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业概论》

精彩短评

1、李苓编书文学性太强。看着舒服，复习着累，而且很无聊。
2、还没看完，不过值得一看
3、很喜欢，当各国书业情况的导读来看，也比较全面
4、很不错，里面介绍的内容很有趣
5、学编辑出版的应该好好看一下。
6、虽然会有点自卖自夸的味道 但是还是觉得老师的书写的很好 思路和框架很清晰 配合李老师的出版
评论课程 受益匪浅 深入浅出 是一本很好的自学教材
7、这本书是川大李苓教授十几年前出版的《世界书业通论》的改版，新增加了很多案例。我非常爱
读这本书，可以说，想了解世界书业，这本书一定是首选，非常经典！
8、“过去只是序幕。兴衰，乃至再生的经历，才是各国书业亮丽的华章。”
9、挺好的 用着 纸质不错
10、内容丰富，而且写出了一些作者自己的见解
11、李欣频居然错成了吴欣频。。。还有好几个小错误。。。当然，总体还是挺有助于了解一下世界
书业的~
12、有些泛泛。
13、考研书籍。
14、因为是课程用书，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质量还不赖~~不错！
15、书来的时候封面折有破损，很影响心情
16、李苓老师总是说，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我写第二章的时候）*（*&*⋯⋯&%⋯
⋯%。。。。。。。。
17、首先，收到的书好像在地摊淘来的一样。其次，书脊已破损。最后，书还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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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业概论》

精彩书评

1、在图书馆借来，本来想好好研读，最后迫于还书时间后大半本都只晃了晃目录。看完后，觉得国
外对书业的政策很是宽松，在税收方面表现很明显。可内地的图书业税收很高，出版单位要缴纳各种
税收，图书增值税13%，城建税7%或5%，教育附加税3%，企业所得税25%。其他税收不知道国外收不
收，不过图书增值税我国明显高出很多。还有国外的出版流程很科学。美国出版业重盈利，所以发行
部和销售部的头头通常会是企业的掌舵者，而他们招聘的新编辑也必须先在营销部门干满一年，如此
才更有市场感。他们有一个选题时，首先就由生产部门来计算成本，由设计部门来设计风格，之后由
编辑填写建议表，连同稿件送交高级审稿编辑审核，之后拿到项目讨论会上讨论，讨论通过后进入后
面的编校生产流程，而此时组稿编辑要去约书评准备宣传。──国外在书稿宣传上的投资也是很大的
，美国人不惜重金进行图书广告宣传，有时费用甚至占初版书码洋的一半，而中国出版方用于宣传的
费用比例通常不超过1%。看了一些案例。知名的大的出版公司创始人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他们的开
始犹如游戏一般。比如《时代周刊》是两个耶鲁大学生创办的，他们用抛硬币的方式取决谁做内容，
谁做营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市场敏感度高，快速找准定位。挺想看看国外出版人的轶事的
，和国内的出版家比肯定是另外一种风格。
2、这些年中国图书出版业老是在喊“走出去，走出去”，可是至今为止，咱们国家有哪一本书能像
《哈利·波特》一样占据一个时代？有哪一家出版社能像兰登书屋一样敢号称在出版界呼风唤雨？有
哪一条街能像牛津的宽街一样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标志？纵观全球,凡是书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一般都是处于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英国的出版社大都是私人性质的股份制企业和家族型公司
，政府不直接干涉出版问题，也没有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出版活动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出版社可以
自主决定出书范围、出书计划和出书种类，英国没有专门的出版法，但有相关的著作权法、消费法和
商标法，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即可。美国的书业也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分为营利与非营利两类。
非营利性的有政府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和全国性学术团体出版机构，政府为其提供免税待遇。德国
作为世界上图书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书业管理不由政府操心，而是由德国出版发行业的最高机构——
德国书商及出版协会统一规范。它是全国图书出版发行的联合机构，代表本行业利益，为出版社、销
售商服务，承担着与政府交涉、沟通与制定行业规范的职能。政府要做的，就是按照法律维护作者和
出版社等的利益与实行图书“增值税减半”政策——在德国，家用电器及日常商品要向国家缴纳14%
的增值税，而书刊只需7%即可。全德国有图书零售商5000多家，还不包括报刊亭、超市等售摊点，宽
松便利的环境使这样一个阅读的民族成为可能。日本早期同中国一样，受到过列强欺侮，书业就成了
他们崛起的途径之一。日本的图书经销商拥有远比欧美各国书商大得多的权利，政府很少强行干涉出
版活动，二战后的新宪法和著作权法更是给书业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扶持。在荷兰，一般商品要向国家
缴纳19%的增值税，而对书刊报只征收15%的增值税；加拿大政府对本国出版社和发行机构长期资助
，出版物流通实行低邮费制，免增值税。⋯⋯中国的路线是跟着前苏联走的，咱们应该感谢俄国十月
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大旗，没错，可也不能样样跟人家苏联大哥学呀。苏联解体前，苏联部长会议
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是苏联出版业的婆婆，当时全国5000多家印刷厂均由苏联国家出版
委员会印刷工业总局管理；统一图书价格，不得擅自调价，后来觉得不靠谱，又实行“图书议价销售
政策”，大家商量着来，一放手不要紧，书价马上被哄抬了好多，出版商纷纷盯住通俗读物，图书种
类也大大减少，一时间“苏联纸贵”。中国的各出版社是“喉舌”，统一归到新闻出版总署门下。什
么书能出，什么书该多出，什么书是要被归入和谐一类的⋯⋯单从买书来看，想必我们对政策也掌握
的差不多了。所以一走进新华书店，总是一派和谐美好的图景。拿刚刚过去的法兰克福书展来说,盼星
星，盼月亮，中国好不容易熬成“主宾国”，拥有了6天推销自己的机会，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西
方书业强国对中国的书展评价并不高。国内媒体报纸又帝国主义的敌视排挤封锁之类的阴谋论。“苍
蝇不叮无缝的蛋”，撇开媒体的偏见，跳出来客观地看看我们自己的图书业，13%的增值税，猖獗的
盗版⋯⋯就知道真的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倒人家身上。一个民族的进步，取决于人们的眼界和对知识的
把握程度，而这正是书业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确拥有着浩浩荡荡的五千年，可是历史已经过去好多年
啦。拿着“造纸术”“印刷术”向世界证明我们的身份和历史还不如放开手脚，给出版社们自由呼吸
的空间，实实在在地打造出一个咱们自己的“贝塔斯曼”出来。无知小童，姑妄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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