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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版产业蓝皮书系列: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0版)(国际出版蓝皮书)》讲述了2012年伊始，新闻出
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强调“实现对重点国家和地区新闻出
版市场情况的动态了解；强化对国际文化市场、主要国家文化政策和国际重点新闻出版企业的研究”
。为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对“国际出版蓝皮书”在内容、形式方面不断创新，推出了《出版产业
蓝皮书系列: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0版)(国际出版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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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8——2009年德国对欧洲市场的版权输出项目每年减少1000～1500项左右特别是
一些传统合作伙伴从德国购进版权数量日益减少，如2009年西班牙从德国购进版权357项，同比减少12
％，较2007年减少近40％，意大利从德国购进版权320项，同比减少30％，较2007年减少近50％，法国
从德国购进版权253项，同比减少18％，较2007年减少超过50％。与中东欧国家的版权留易约占德国版
权贸易总量的四成左右。但是近年来德国与中东欧的重要合作伙伴版权贸易数量也有所缩减，如向乌
克兰输出版权由2007年420项降至2008年359项，向捷克输出版权由2007年680项降至2008年558项，向波
兰输出版权由2008年784项降至2009年524项。 亚洲市场占德国版权贸易总量的两成多。2008年德国向
亚洲国家输出版权1514项，同比增长74％，但与2006年1 755项仍存在差距。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
的版权贸易伙伴之一。2008年德国向中国输出版权599项，打破了在2003年594项的记录值，2009年较上
一年减少百余项，为491项。2009年德国向韩国、日本输出版权分别由448项降至402项，由150项降
至113项。 美洲市场在德国版权贸易中所占份额不大，2008年仅为5.5％，德国向美洲输出版权共计419
项。2008年德国向巴西输出版权178项，同比增长14％，在美洲市场排名第一，巴西大型图书馆计划是
两国版权贸易持续发展的原因所在。2008年美国排名第二，德国向美国输出版权由上一年的192项降
至143项，2009年数量继续下滑，降至113项。近年来，阿拉伯语市场发展较快。2009年德国向该地区
输出版权由31项增至168项，所占份额由0.4％升至2.7％，阿布扎比书展促进了德国与该地区间的版权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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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版产业蓝皮书系列: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0版)(国际出版蓝皮书)》主要涉及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七个国家的图书与期刊出版业2007和2008两年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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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的笔记-1

        降低预算，裁员，倒闭，下滑，成为国际出版业发展的热词，文学儿童经济成为图书出版的热门
主题。

在遭遇动荡、接受变革之后，无论是出于其引导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共属性，还是出于其顺应环境求得
生存发展的产业属性，出版行业都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走上重塑的进程。正如投资界名家索罗斯说
的那样，“经济无法恢复到过去，这次调整，将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
”在变更理念、革新模式、重新洗牌、适应市场的过程中，国际出版业终于进入了真正的、根本性的
数字化重塑阶段。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变革，以及阅读环境的变化，直接推动国际出版业走向产业
和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更新。

环境：经济环境。政策法律。技术发展。社会环境（阅读环境，过敏阅读状况，公共文化需求，教育
市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拷问下，传统出版业和数字出版业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是压缩生产、销量下降
、实体渠道集体唱衰，实物贸易相应萎缩；后者是产品数量激增，投送渠道多样，企业整合积极，产
业融合活跃。

在美国，包括按需印刷图书在内的数字图书出版种数在2006年-2010年间增长了126倍，达到了近280万
种，是传统图书的近9倍。

ipad被称为杂志业的救世主，《时代》《GQ》《名利场》《连线》《纽约客》等先后推出ipad版，但
据统计，发行量是先扬后抑。

学术期刊方面买菜去数字形式出版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国际上很多著名学术期刊都出版了
优先数字出版期刊。而是开放存取的盈利模式逐渐成熟。

硬件设备生产商、内容生产商、网络运营服务商、通讯运营商、终端运营商、销售商、平台服务商等
新的身份代替了传统的出版社、批发商、零售商的身份界定，既表明传统出版产业外力量对数字出版
产业的渗透，也体现了传统出版身份的统合和扩展。在作为中游链条的数字内容分销领域，不同规模
，不同背景的公司都在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数字内容产品消费形式多样，仅电子版图书就有网络连载、全片下载、分章节下载、数据库捆绑销售
等多种零售方式，电子期刊更是采取“内容+广告嵌入”的互动传播方式。如何在复杂的发行消费形
式中实现真实有效的检测，为数字内容收入分配提供及时可信的依据是数字内容出版者面临的又一难
题。

谷歌宣布搭建全球最大的数字图书馆的计划，引起出版界公分，2005年美国作家协会与美国出版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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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谷歌提起集体诉讼，2008年10月，谷歌公布了其与美国作家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达成的和解协
议。

除了作者、出版商、消费者以外，美国数字内同产品分销系统的核心成员既包括出版商销售机构、批
发商、代理商、零售商等传统分销机构，也包括集成商、按需 印刷商和自主出版商等新型中介机构。
核心之外，美国数字内同产品分销系统还包括为数众多的辅助机构，如网络服务接入商、软件开发商
、电子书等设备制造商、出版物格式转换商、广告商、咨询商等，为美国数字内容产品与服务的分销
乃至整个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服务。

美国数字内容分销系统各个成员机构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功能的多样性和拓展性。以亚马逊为例，它是
全美电子书和有声书最大的零售店，但是她的资助出版和按需印刷平台create space向内容产业的上游
延伸，成为内容资源的生产者，它制造kindle阅读器成为硬件设备制造商，它的子公司Mobipocket开展
移动电子书市场的批发业务⋯⋯

美国许多数字内同分销商在分销系统中往往身兼数职，无论其位置还是角色都并不是固定的。此外，
其交易方式也不再是简单的买进卖出，而是包括买卖、订阅、出租、授权存取等多种形式。

美国数字内容产品分销模式分为三种：直接销售模式（生产者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将数字内容产品直
接销售给最终用户），一级渠道分销模式（数字内容生产者直接供货给销售中介机构）、多级渠道分
销模式（生产者通过两个以上的代理商、批发商或者经销商等中介机构将数字内容产品传递至零售商
直至最终消费者手中）。

美国数字内容产业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的分销系统。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于
减少中间环节能够减少各种成本和费用 ，而新型数字技术使得段渠道甚至直接渠道模式成为可能，所
以一般容易认为数字出版业应该尽量缩短渠道的长度。但是，美国数字内同分销实践告诉我们，长渠
道仍然有其存在的巨大价值。因为在信息过载的网络时代，产业链必须能够有效地放大出版物信息的
传播范围，以便读者发现出版物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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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的笔记-3

        电子书受关注的原因
价格优势。容易找到。作为礼物。

特点：
电子出版物与实体书保持较高的相关性。
电子书和电子期刊界限趋于模糊
电子书节约对数字出版影响难料
出版商与作者、分销商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对作者办税管理更为复杂
按需印刷为书店带来新机会

Page 8



《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