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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出版与版权交易

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在开展五天后落下帷幕，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出版社的30多万种图书在此展出，3
万多专业观众参加了这一盛会，达成版权交易合同或意向众
多，取得成果颇丰。 

除了各出版社、出版集团独自组团参会，中国大陆出版
社派出了100多人的三大团队强大阵容参加了书展。《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一书多语种首发式隆重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出席，该书多种文字
版本在馆内展出，受到热烈欢迎。在法兰克福车站，还有这
本书的招贴海报。

本次法兰克福书展，有几大特点：
第一，参展出版社众多。据有关数据，本次书展共有

7000多家机构参展。世界各大出版商齐聚展会，例如，企鹅
出版集团公司、兰登书屋、DK出版公司、施普林格出版公司、
励德 · 爱思唯尔出版公司、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公司等，大社
云集。

展示的图书品种丰富，人员来往川流不息，图书出版产
业没有一点“夕阳产业”的迹象，场面热闹，人员十分活跃，
让人觉得兴奋，充满向上的干劲。与国内某些会展当天开门
红，第二天即门可罗雀，工作人员无精打采的情形相比，不
可同日而语。

第二，各种讲座、报告会丰富。除了展出图书，会场还
举行了近4000场活动，如各种讲座、报告会、大型论坛、小
型沙龙等，光是围绕数字出版、教育出版、开放存取，就有
多场讲座报告会。例如，《开放访问，谁更有权力？》《数字
出版的未来趋势是什么？》《基于云的出版解决方案》《建立
交互的儿童图书馆》《远程编辑工作流程系统》《电子书的元
数据工作流程》《杂志的移动阅读体验的重定义》《数字内容
的版权正确定义和保护》《数字革新》，等等。许多讲座是英

语的，少数是德语。这些讲座和报告会，吸引不少参展人员
驻足聆听，不时还提问互动交流观点。

第三，版权交易火暴。像DK、励德 · 爱思唯尔等出版
公司，如果没有预约，根本不能进行洽谈，他们展位的座位
一直是满的。笔者所在单位的版权人员，从第一天一直忙到
最后一天，版权洽谈的安排也是满满的，就连午饭都只能在
匆忙中啃一个面包喝点矿泉水将就。

第四，书展形式趣味盎然。在某大众出版展位，还设了
一个室内厨房，演示烹饪，为书展上的烹饪图书做宣传展示。
某公司为了配合相关图书的宣传，还在展位专门放了一台全
新的保时捷小汽车。

第五，软件硬件环境整体不错。例如，法兰克福书展设
置了许多无线上网区域，为各位参展商提供免费WIFI信号，
在这些区域中免费享受上网服务。但是，无线网络信号无法
承载大规模数据传输，仅限于收发邮件或者浏览网页。

另外，书展安保管理工作也很好，在场馆内，不时出现
警察的身影。8号馆入口处，还专门有安保人员检查参展人
员携带入内的箱包。

这次展会表明，即使在世界经济和纸质图书出版整体发
展环境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法兰克福书展仍然为广大业内人
士提供了极为优质的交流和交易平台。百国千家出版社万种
优秀图书展出，版权交易踊跃，表明纸书出版依然充满生机
活力。

二、数字出版

当前，国内数字出版经过概念期、观望期，进入了一个
根据各自情况小步稳妥尝试的平台期，国外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在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看到的另一番景象，可以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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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丰书店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播中华文化与商

业经营不是对立的，二者是可以兼顾的，要发现需

求，提供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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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来概括：务实。
在书展上，除了纸质图书展出，数字出版展示也十分活

跃。出版社、技术提供商、平台商、硬件终端制造商纷纷设
展，包括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按需出版、复合
出版、技术解决方案等，并举行各种讲座和推介活动。

总的来说，数字出版表现为多元化（绝非国内通过平台
商运营商卖原版原式电子书）、操作务实性（商业为导向）、
全产业链性（研发、制作、销售）、分工专业化（内容商、
技术商、平台商、终端设备商等上中下游厂商各司其职，产
业链相对规范）等几个特点，单纯的卖内容或卖硬件终端，
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在数字出版方面，我们的体会如下：
第一，从展会上看，数字出版的纯硬件终端商如NOOK、

TOLINO等，虽然宣传卖力，但效果并不佳。与业内人士交
流均认为，随着智能手机的日渐普及，不会有太多的人购买
专门的阅读器。

第二，数字出版扎实稳步发展。将内容碎片化、结构化，
进行XML，形成元数据进行标引，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关联，
对专业读者实现知识服务，满足各类专业人员的阅读查询等
研究需求。

第三，数字教育出版十分活跃，有各种解决方案。如电
子书包、电子教室、电子黑板、课件库和题库等数字化产品，
有内容海量、个性化定制、交互式、体验式的特点，通过与
教育渠道合作，实现了盈利。它有明确的盈利模式：B2B，
教育机构为其买单。

第四，数字出版的大众出版产品较多，如富媒体、交互式
等。对于出版社来说，纯电子书及APP开发投入较大，仍然没
有找到很好的盈利模式。只有与纸书配合，进行复合出版，如
书中嵌有二维码或手机可接受的链接，播放视频，成为增值服
务，才可能获取收入。

第五，从眼花缭乱的数字出版产品，到各种数字出版解
决方案，其中全产业链商业模式和运营很重要，也越来越成
熟。单纯转格式换媒体终端的原版原式电子书，由于价格过
低，还要分成，只有利于平台商。所以，即使在知识产权保
护成熟的欧美国家，也已经失去了商业模式，被出版社淘汰。
出版社一定要走对原有图书内容进行深加工，提高内容附加
值的路子。

第六，从运营上看，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数字出版，出版
社都要掌控自己的读者，最好是建立或共建平台，以便管理
好潜在的和实际的用户读者，为其提供服务，从目标读者出
发，进入其SNS群组，了解其需求，开发针对性数字产品。
把先有产品后销售的B2C模式，转化为从读者出发，满足其
多样化的需求，开发出数字阅读产品的C2B模式。而且，要
定位明确，内容优质，全球销售数字产品。

第七，类似谷歌GOOGLE PLAY那样的书报刊文字图片
音乐动漫网游一体的综合性阅读娱乐平台，虽然收入较高，
但出版社基于自身情况所限，没有能力建设和维护。

三、出版社经营管理

10月13日，笔者所在参观团访问了友丰书店（友丰出版
社），它类似于我们的三联书店，不仅零售图书，也编辑出
版批发图书。老板潘立辉，是来自柬埔寨的老华人，普通话
说得很好，十分亲切。大家与潘立辉先生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收获很大，很有启发。

友丰书店（友丰出版社）位于巴黎市中心，门面不是很
大，主要是销售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物，如中文版的文史
哲读物、学中文的法文图书，以及学法文的中文图书几类。

我们感觉到：
第一，书店人员精干，一专多能，工作效率很高。该店

是社店一体，每年出版发行六七十种图书，零售近千种图书。
全店（社）只有9名员工，老板负责选题总策划、编辑兼营
销文案，印务外包，行政人事文员财务功能集中，发行人员
精干，没有总编室办公室等机构。

第二，书店根据市场变化，改变销售方式。潘先生也谈
到了网上书店对于地面店的冲击，该店（社）根据市场环境
变化，开设了自己的网店。

第三，书店准确定位。该店的主要顾客，都是有较高文
化修养、喜欢中华文化的法国人，他告诉我们，来自中国大
陆甚至台湾的留学生基本不买中文书。

第四，坚守。潘老板承认，如果单纯谈赚钱，做图书远
不如其他行业，如餐饮、百货、旅游等。做书店最大的动力
是爱好，挣钱虽然少，也乐于去做，如果不做，就少了一家
销售中华文化相关的书店，就会有更多二代、三代华人，失
去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他的话很朴实，没有什么大道理，
但却十分动人。

第五，以图为中心多种经营。该店除了经营图书，还搞
混业经营，将图书销售与中医、养生保健培训结合起来，由
此吸引读者，分享教育培训收入。

以潘先生为首的友丰书店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自
己的努力，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中华图书特别贡献
奖”的荣誉证书。潘先生高兴地将这张证书的图片印在自己
的名片上，以此为豪。

友丰书店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播中华文化与商业经营不
是对立的，二者是可以兼顾的，要发现需求，提供其需要的
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