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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研究施普林格出版公司的内部管理运行模式及其各时期期刊对出版社发展所起的作用，揭示了该公司

期刊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公司存在至今的原因。通过挖掘第一手内部资料，文章剖析了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及其期刊出版的成

功经验。同时，文章还介绍了 789.6:;9 <8;6 =>1.0; 出版模式和施普林格目前与中国出版界的最新合作进展，这都将为我国科

技期刊的集团化发展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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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为世界 7?@ 国际组织（ 成立于 &A$A 年）最主要的创

始人和科学、技术和医学专业期刊出版巨头，施普林格出版

公司在 &AA) 年 B 月被贝塔斯曼（C;9D;/5,-66）出版集团并

购，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曾使整个国际出版界所震惊，施普

林格也从此失去了其独立地位。通过近几年频繁且又大规

模的兼并和变更，已演变为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公司，如

今每年出版期刊 &*B# 种，图书 B### 余种，总价值达 )4 ) 亿

欧元。

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科技实

力不断展现，科研成果产出量已成为近几年世界上增长最快

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这无疑都引起了世界科技出版界的极大

关注［&］。世界上各大科技专业出版商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

积极谋求与中国出版界的合作，中国科技出版界已经从这些

专业出版“ 巨人”的脚步声中意识到了竞争和生存的危机。

为了积极应对国际专业出版对中国科技期刊带来的挑战，并

为中国的科技期刊提供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国家科技部决

定于 "##( 年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并于 "##B 年 ’
月启动了“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该项目从不

同方面、多个角度对国内外科技期刊的运行机制和发展环境

进行研究，本文是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 施普林格的发展历程以及与中国的最新

合作

! ! 德国施普林格（789.6:;9）出版公司始建于 &)(" 年，&AA)
年被贝塔斯曼（C;9D;/5,-66）出版集团兼并后，更名为贝塔斯

曼施普林格专业出版公司（C;9D;/5,-66789.6:;9）［"］。"##* 年

B 月，欧洲最大的两家私人投资公司 =-6E1F;9 -6E =.6F;6 在

收购了贝塔斯曼施普林格专业出版公司后，将它与同年 & 月

被其并购的原荷兰克鲁维尔学术出版公司（G/HI;9 J0-E;,.0

KHL/.5>;95，收购前，克鲁维尔科学出版集团是世界第三大科

技出版商，其出版主要涉及自然科学、技术、人文和社科类的

各种领域，每年出版期刊 $B# 种、图书 &"## 种。）合并为施普

林格科技商业媒体公司（789.6:;9 70.;60; M CH5.6;55 @;E.-）。

"##( 年春，该媒体公司正式运作，现任总裁为 N;9O P--6O。

自此，该公司成为世界上仅次于里德%爱 思 唯 尔 出 版 集 团

（Q;;E +/5;F.;9）的第二大 7?@ 专业出版公司［* R &&］。回顾施

普林格从出版社发展到出版集团 &$# 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

可粗略地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

"4 &! 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建立及其专业出版优势的确立

（&)(" R &A#$ 年）

! ! 施普林格出版社自 &)(" 年创立到 &A#$ 年，可粗略地将

之称为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建立与其专业出版优势的确立时

期。在这一时期，施普林格通过其优秀的作者、高质量的图

书和期刊，逐步确立了其在德国农林、医药化学、工程、医学、

化学、法律和文学等专业出版领域的领先优势。

"4 "! 施普林格出版社“兴盛—危机—战后复苏”三部曲

（&A#’ R &AB’ 年）

! ! 这是施普林格发展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 世纪初，施

普林格出版社凭借其作者、编辑和发行人员，使之在数学、物

理等科技专业出版领域享誉世界，并于 &A&’ 年成为世界第

一大科技出版商。一战后，由于周边国家对德国的抵制，德

语在一些国家已不再是必修课程，由此导致 "# 世纪 *#、(#

年代德语科技文献传播的困难。同时，由于纳粹政府采取高

压政策，大量科技人才流失，世界的研究中心由德国转移到

了美国，英语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科技出版和交流的语言，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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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格的发展由此进入危机阶段。所幸，由于当时施普林格

出版社的书刊出口在整个德国出版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尽

管施普林格家族拥有犹太血统，但公司在战争中依然生存下

来，并于二战后较快地进入了复苏阶段。

!" #$ 再次振兴并向全球发展（%&’( ) %&&* 年）

这段时期，施普林格在近乎“ 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凭借

高质量书刊和德国联邦银行的支持，大力推行国际化出版策

略，在短短 +, 年里，分别在德国格廷根、海德堡、慕尼黑和美

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西班牙巴塞罗那、前

苏联和中国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国内外

分支机构，影响力辐射到除南美洲之外的各个大洲。

!" +$ 进入购并时代（%&&& ) !,,’ 年）

%&&* 年，贝塔斯曼集团用 %, 亿马克并购了施普林格［!］，

将施普林格与其专业信息出版生产部合并，成立了贝塔斯曼

施普林格专业出版集团。!,,! 年以后，通过更加频繁和更大

规模的兼并［%#］，贝塔斯曼施普林格专业出版公司已发展成

为世界上著名的国际化专业出版“巨无霸”公司，每年约出版

(,, 种期刊和 +,,, 种新书，涉及自然科学、医学、经济、工程、

建筑、交通等专业领域。公司员工 ’,,, 多人分布在 %- 个国

家和 地 区，总 价 值 达 (" #% 亿 欧 元［& ) %%］。!,,# 年 ’ 月，

./012345 /01 .60340 两公司将其与克鲁维尔公司合并，合并

后的施普林格公司重新使用 78560945 这一标志性名称。到

!,,’ 年 & 月，施普林格已分别在奥地利、中国、克罗地亚、捷

克、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摩洛哥、荷兰、波

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士、中国台湾地区、英国和美国等 %&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

!" ’$ 施普林格与中国的最新合作

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施普林格从 !, 世纪 (, 年代起就

与中国进行了多方位的图书出版贸易合作，是建国后最早同

中国合作的出版商之一［#，%+］。%&** 年，施普林格在中国香港

建立了办事处，目前也已成立北京办事处。

!,,’ 年 ( 月，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公司同中国科学出

版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如今，部分中国期刊，如 7:640:4 60
.;60/ 等，已可通过 78560945<60= 查询。同时，它还同高教出

版社签订了合作出版合同，目前两家出版社准备合作出版 !(
种英文期刊，这项任务由高教出版社新成立的期刊分社来承

担。合作的方式为：高教期刊分社组织稿源并负责中国的销

售与发行，施普林格则提供技术帮助，并同时负责这些期刊

的海外发行［%’］。

#$ 施普林格专业期刊的发展和特点

#" %$ 数量大、类型多样

在施普林格目前所出版的专业期刊中，出版类型、出版

方式多种多样，除印本期刊外，该公司还出版网络期刊和网

络丛书［%-］。通过 78560945<60=，目前已可查询到 78560945 出

版的学术期刊 %+-% 种［%(］，并有 (! 种 78560945 网络版图书也

可在 78560945<60= 上查询。

面对电子化、网络化出版趋势，施普林格从一开始就采

取了积极的应对态度。施普林格是最早提供开放存取模式

出版 的 商 业 出 版 商。!,,+ 年 ( 月，它 开 通 了 试 点 项 目

78560945 >840 .;26:4，成 为 开 放 存 取 出 版 模 式 的 先 驱。

78560945 >840 .;26:4 也是对 >840 ?::4@@ 这种新的出版模式

和出版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世界出版界的关

注［%*，%&］，它也与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公司的发展战略理念

和目标相一致［%!］。

78560945 >840 .;26:4 也是施普林格传统订阅期刊的一

种补充出版形式，作者可自由选择将其作品以网刊或订阅型

期刊形式发表，网上发表作者需付费 #,,, 美元，以弥补网上

出版所需费用。但施普林格开放存取的文章也像非开放存

取的文章一样，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议。而且，“ 开放存

取”并不意味着“免费获取”，施普林格拥有其开放存取出版

物的完全版权，它只允许文章作者将其发表后的文章放在机

构数据库中［!,，!%］。

#" !$ 学科涉及范围广

与克鲁维尔公司合并后的施普林格出版的期刊内容涉

及更为广泛，主要内容包含行为科学等领域（详见表 %）。

表 %$ 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公司的期刊学科分布

分布学科 期刊数量（种）

行为科学 &’

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 !-,

商业与经济 !+*

计算机科学 %’,

地球与环境科学 %+&

工程学 %-%

人文、社会和法律 !+’

数学 %’,

医学 !!-

物理和天文学科 %!’

合计 %&’#!

$ $ !注：在 78560945<60= 上，按照学科分布共检索到施普林格出版

的学术期刊 %&’# 种，网络刊物和学科交叉可能是期刊数

量统计产生出入的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 A7A 网络数据库 !,,’ 年 & 月统计数

据，在所有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公司下辖的 (, 个公司中，

只有 !% 个公司出版的 -,, 种科技期刊被 A7A 数据库收录，其

中有 !+% 种属于原 78560945 德国公司，%&! 种属于原 BCDE45
荷兰公司，其余的近 !,, 种隶属于原施普林格集团的贝克豪

森（F65=;/4D@45）、维 也 纳（G640）等 公 司 以 及 原 BCDE45 的

HC40DI 等公司；虽然施普林格所出版的期刊与图书的比例约

—&+#—;JJ8：K K L9=MN=OM" 8456216:/C@" 04J" :0 K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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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但其期刊收入占总收入的 $%& 以上［’’］。

#( #) 一些历史悠久且国际影响广泛的德文学术期刊影响

因子偏低

) ) 在施普林格早期创办的科技期刊中，至今还有一些仍受

到各国科学家们的喜爱，如创办于 !*!+ 年的《 数学杂志》

（,-./01-.234/0 502.34/627.），其 影 响 因 子 在 ’%%8 年 达 到

%( 89:。施普林格于 !*’% 年从 ;0<=>06 出版社购得《 数学年

鉴》（,-./01-.234/0 ?>>-@0>）杂志，该期刊在 ’%%8 年的影响

因子为 %( $*［’#］。

在施普林格原有的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为医学类期

刊《糖尿病学》（A2-=0.B@BC2-），其影响因子为 8( 8+#。但它早

期 创 办 的 最 著 名 的 期 刊 之 一———《 内 科 医 生 》（ A06
D>.06>23.），其影响因子在 ’%%8 年只有 %( #!9，该刊在 !**9 年

的发行量达到 ’$8%% 册，是施普林格最赚钱的期刊之一［!9］。

由于该刊的出版语言是德语，可能因此也影响到了所载文献

的引用率。在施普林格的重要期刊中，还有一些类似期刊，

如《 皮 科 医 生 》（ A06 E-<.-6F.）、《 神 经 科 医 生 》（ A06
G06H0>-6F.）等，虽然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但其影响因子

都偏低。

#( 9) 专业期刊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创建初期所起的作用功

不可没

) ) 继 !+:% 年创办第一份农业期刊后，施普林格在药物学

和林业领域的专业期刊出版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通过与

当时德国著名的药物学家 E-C06 和著名林学家———当时普

鲁士 林 学 研 究 院 院 长 I06>/-6J A->4K0@1->> 的 合 作，L<@23
MN62>C06 还创办了《普鲁士林业与打猎立法与行政管理年刊》

（L-/603=<4/ J06 O60<33234/0> PB63. <>J L-CJC030.F0C0=<>C <>J
Q06R-@.<>C）。这些不仅为施普林格在德国药物化学和林学

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也为其未来的相关科技出版计划做好

了铺垫。施普林格在农林、药学方面的期刊出版，更可视为

施普林格科学专业化出版的开始［’%］。

!* 世纪 +% 年代，施普林格出版了大量工程类期刊，其中

影响 最 大 的 为《 德 国 工 程 师 学 会 杂 志 》（ 502.34/627. J03
Q0602>03 A0<.34/06 D>C0>20<60 ） 和《 电 子 工 程 杂 志 》

（S@04.6B.04/>234/0 502.34/627.，!++’ 年至 !*’! 年由施普林格

出版社出版），最值得提及的医学类期刊有《 生化医学杂志》

（I2B4/01234/0 502.34/627.）。施普林格通过出版医学杂志、医

学手册和医学评述、文摘类图书，很快成为德国著名的医学

出版商。!*%$ 年，医学和工程两大类出版物已经占到公司出

版总量的 :#& ，并且，此比例一直保持到二战结束，为其成为

世界上最重要 M;, 出版商奠定了基础。

通过与诺贝尔奖得主们的合作以及通过出版《I02>3.02>
有 机 化 学 手 册 》（ I02@3.02> E->J=<4/ J06 T6C->234/0>
U/0120），施普林格在科技专业出版界的声誉大增；通过出版

《数学杂志》和《 数学年鉴》，施普林格在几年内便成为德国

第一大数学出版商，由此也确立了其科技、工程技术和医学

专业出版的国内和国际地位。

9) 纳粹时期施普林格的期刊出版及其侥幸

生存之因

) ) !*## 年 ’ 月希特勒上台以后，相继颁布了《 公务服务

法》（U2H2@ M06H240 V-R）和《强制执行法》（PB640J UB>7B612.W）。

通过这两项法律，许多犹太科学家被迫离开教学和科研岗

位。这项法律后来甚至波及到犹太血统的教员，这对施普林

格这个拥有相当数量犹太科学家的专业出版商而言，是一个

不可估量的损失。即使如此，在纳粹执政时期，施普林格还

是在政府各个管理机构的夹缝中幸存下来，逃脱了被迫停产

的厄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跨国合资企业。由于当时的股东之一 T..B V->C0 早

在 !*#8 年加入了奥地利国籍，他与其兄 ;B>X03 V->C0 在施普

林格当时的当家人——— L6( L<@2<3 MN62>C06 和 L6( P06J2>->J
MN62>C06 两兄弟先后于 !*#8 年和 !*9’ 年被迫辞职后成为公司

的法定拥有人。因此二战期间的施普林格就成了跨国合资企

业，这对施普林格渡过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起到了保护作用。

（’）出口创汇为德国经济作出贡献。早在 !*!$ 年，施普

林格已经是欧洲最大的科技专业出版商，施普林格的出版物

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声誉。一战期间，其每年

的图书出口量在整个德国图书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达到

’8& ，二战时占 9%& Y8%& ，这对当时的国家外汇收入是一

个巨大的支持。而纳粹党人也需要用施普林格高品质的出

版物作为旗舰，为其军事扩张的目的服务。

（#）纯自然科学的学术出版。在纳粹执政时期，政府对

公开出版物虽进行了严格控制，相比之下，对自然科学类学

术出版物的控制要比社会科学类的出版物宽松得多，施普林

格受到审查的图书总共只有 8% 本，只占在此期间所出版书

刊比例的千分之三。此外，施普林格还将一些在德国不能出

版的图书交到维也纳分公司出版发行。

（9）某些学科出版领域的缩减。在纳粹执政时期，施普

林格在法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出书比例有所下降，这一方

面是因为 L6( P( MN62>C06 的出版理念与当时的政治思潮相抵

触，另一方面，作者也不愿意将他们的作品交给一个不想在

此领域有巨大发展的出版商。但施普林格对医学出版计划

的缩减主要是因为当时纳粹政府对生物基因的研究严格控

制所致，当然，优秀作者的流失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8）施普林格忠诚员工的支持。施普林格之所以能顺利

渡过困难时期，同样得益于其忠诚的雇员。在 ’% 世纪 #%、9%
年代，绝大部分施普林格员工已在公司服务了 !% 年以上。

这些员工在一战前后就跟随 L6( P( MN62>C06，深知其杰出的

领导、决策能力和为人处事的原则，虽然他们许多都是纳粹

党员，但在施普林格内部并未建立其“联络处”。

8) 施普林格的战后重建与国际化发展的策略

二战结束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更为广泛，科技发展

也打破了原有的地域界限，科学出版不再只局限于国家范围

—%8#— /..N：Z Z FCKX[KWX( N062BJ24-@3( >0.( 4> Z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之内，科学专业出版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但二战后，柏

林被划分为几个区分别归德、英、美、苏等国管辖，这给施普

林格的出版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同时，战后柏林所处的孤立地位使施普林格很难同西德

的作者、印 刷 商 和 纸 张 供 应 商 取 得 联 系。!"#$ 年，%&’ (’
)*&+,-.& 决定在德国海德堡和格廷根各建立一个出版基地，

并逐步恢复其柏林公司、维也纳分公司和伯格曼（/.&-01,,）

慕尼黑等出版分公司的生产能力。但总体上来说，施普林格

对其战后出版工作的恢复采取了稳扎稳打、分步发展的策

略：比如，（!）通过创建德国格廷根、海德堡分公司和恢复原

有基地的生产能力，以及继续出版原有的德语期刊和将其中

一些知名德语期刊转为英语出版，使战后的施普林格在短短

十几年内便完全恢复了其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2）通过创

建纽约、伦敦等海外公司以及大力发展英文期刊，扩大了施

普林格书刊的发行范围，使施普林格的英文期刊从一开始就

为其欧洲化和国际化的目标服务。因为当时施普林格的领

导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研究和科技出版只有成为一

项全球化的事业时，科技出版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到目

前为止，施普林格的英语出版已经占到集团总出版量的 $34
以上。

通过建立海外公司，施普林格英语出版和发行渠道更为

畅通；通过版权贸易和举办国际书展，使得其出版物在国际

上的影响更加广泛；通过不断的技术更新，采用现代出版印

刷技术，施普林格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对印刷型之外的其他出

版方式，如缩微型、电子型和网络型出版物进行了尝试，使其

书刊出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出版技术方面，始终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

$5 施普林格的内部运行机制

被贝塔斯曼集团并购前，施普林格为了适应不断的变

化，在 !"63 年将公司分为编辑、生产、市场推广、市场营销以

及财务与管理五大区域板块。其中，每个板块都有其独立负

责人，财务与管理板块与其他各个部门与板块相联系，起到

服务与管理部门的作用。五大板块的经理构成了经理董事

会的核心，经理董事会决定董事会主席任免等事宜。其后，

随着发展的需要，施普林格在五大板块的基础上，增设了一

些新的 部 门，并 对 其 原 有 部 门 及 其 职 能 作 了 相 应 的 调

整［!#，2# 7 26］。

$’ !5 编辑环节

$’ !’ !5 编辑的角色

编辑板块为公司的整个出版项目负责，是出版过程中的

首要环节。但施普林格的编辑通常要独立决定是否接受一

个出版计划，因而比其他出版公司的编辑负有更多的责任。

同时，施普林格公司的编辑必须对本学科不同领域的新问题

有相当的了解，但学科的细化要求他们不断聘请一些科学家

做顾问和参谋，专家顾问队伍的选择对施普林格的编辑来

说，也是一项需要掌握的基本功。

$’ !’ 25 相关职能部门

随着施普林格越来越多的编辑成为独立的“出版人”，施

普林格最高管理层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出版活动与公司的

出版目标一致。管理本身必须保证编辑活动的主动性，以便

编辑能与作者直接联系。

（!）出版办公室。为了能使公司的出版计划有效实施，

!"68 年施普林格成立出版办公室（9:;<+=>+,- ?@@+A.）。出版

办公室主任直接为公司编辑管理负责，其职能是：为全面负

责出版计划、经济预算和利润预算的编辑提出合理建议；对

年度所需生产和设备经费预算进行监控和对编辑工作效益

进行评估；对出版合同内容进行审核，并对合同的格式，如对

付酬形式的规定等负责；是公司版权和许可权等权益的中心

管理机构。

（2）版权部和学术交流部。德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

常严格，出版社拥有期刊论文的版权，任何人不得随意转用。

企业要想用期刊文章为其产品做宣传，就必须从出版社购买

相关文章的使用权［2B］。

施普林格的版权部门是专门负责销售科技期刊论文的

部门（出售科技期刊论文的使用权，已是增加期刊收入的一

个重要源泉）。为了方便企业与作者联系，出版社还成立了

一个学术交流部［2B］。出版社利用自己的优势，在作者和编

辑乃至与其他公司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做法很受双方

公司的欢迎，也为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 25 生产与营销环节

$’ 2’ !5 国际化的生产合作

对一个图书出口贸易占其总收入 $34 的出版集团来讲，

有必要在德国以外建立生产基地并与国外出版商进行国际

出版合作。23 世纪 63 年代初，在价格和管理费用还比较便

宜时，施普林格同英国的一些印刷商签订了印刷合同，但后

来印刷差额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不再存在时，施普林格于

!"6B 年同 C>D0=D, 的新德里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88
年，施普林格在香港地区也进行出版生产，!""2 年，施普林格

同亚洲公司的出版合作业务量已达 !# 万页，如今施普林格

也为其他出版商提供生产服务。

$’ 2’ 25 装帧设计理念与特点

先进的技术虽然可以使排版方式有更多的变化，但技术

本身并不能提高书刊的美学质量。技术的无差错生产和书

刊产品美观的外在形式，都有利于施普林格书刊品牌形象的

树立。为了适应竞争，施普林格对其书刊的装帧形式也做了

一些改变，简洁的风格成为施普林格装帧设计的主要特点，

对同类学科采用统一的色调，使人能从图书的外观上看出其

“家族相似性”特征，突现了视觉识别效果。整个出版社图书

的外观设计遵循个体服从整体的设计理念，使施普林格的图

书在书展上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 2’ E5 现代技术的使用及出版方式的更新与规范

!"8" 年，在施普林格的生产区域板块成立了“ 新技术 F
生产发展部”，以适应现代电子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数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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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施普林格在 !" 世纪 #" 年代就用 $%&
软件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排版方式。’(#) 年，施普林格第一个

用 $%& 排版的图书出版，并可以接受软盘投稿。

*+ ), 国际化市场营销

二战后，施普林格的“ 促销部”与“ 宣传部”的职能已经

有所改变，随着出版物的大量生产，甚至连专业人员也很难

寻找到他们所需的图书，因而，出版商需要给读者提供新的

获取信息和技术的途径。鉴于此，有系统、有步骤地发展国

际化市场从此成为施普林格营销的一项重要任务，施普林格

也因此于 ’(#- 年成立了发行、服务和生产三个子公司。

*+ -, 人文管理模式———对员工及子公司的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施普林格几乎在白手起家的情况

下使其销售额从 ’(." 年的 /(#+ . 万马克增加到 ’(*- 年的

--’)+ * 万马克，到 ’((! 年更是增加到 -+ "* 亿马克。同时，

施普林格还发展成了最著名的国际性科学出版公司，其出版

物得到了世界认可。施普林格的国际出版计划之所以取得

如此大的成功，与其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子公司的管理模式

有着直接关系［’.］。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有效的沟通。施普林格非常善于通过母子公司人

员的相互交流，使子公司的雇员融入施普林格团队，从而使

子公司的雇员产生一种认同感。

（!）有效的管理。对分支机构的有效管理是施普林格

国际出版的保证。远程管理主要体现在分支机构领导对母

公司的忠诚和母子公司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流方面。

（)）称职的员工。施普林格称职而又优秀的编辑团队

对施普林格的编辑出版质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相互的理解与尊重。施普林格在管理员工方面采

取了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因为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与员工

的工作态度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管理者设法调动员工性

格中积极的一面。公司领导者与下层工作人员相互尊重的

程度决定着公司工作环境的和谐与公司的最终成功。

/, 施普林格的成功经验剖析

/+ ’, 作者的知名度和成就———施普林格书刊的内容保证

由于科技图书与期刊是内容产品，因而它的生产不同于

其他工业企业的物质生产。期刊内容是特定领域学者与科

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而这些科研成果的内容创新性与科学

家们的研究能力及研究水平密切相关。

同时，一个出版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知名

度。施普林格之所以能够存在 ’*" 年之久，与其作者队伍有

直接的关系。施普林格的作者团队中，至今已有 ’." 余人获

得诺贝尔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施普林格的作者谱写了施

普林格的光辉篇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施普林格对德

国乃至世界科学出版的贡献。

/+ !, 紧扣时代与科技发展脉搏的选题———施普林格书刊

生命力长久的保障

, , 在商品社会，出版社生产出版物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获

得利润是出版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经济保证。出版物只有迎

合时代的变化，才能为出版商带来利润，这就要求出版商在

制定出版计划时把握好合适的出版时机。对于致力于科技

服务与科技传播的科技出版商来说，就意味着要时刻把握科

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时代发展的脉搏。科技出版只有与当

前最新的科技发展同步或超越科技的发展时，才能使其产品

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因此，能够敏锐捕捉和预见学科发展

动态、掌握最佳出版良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施普林格的

成败。

/+ ), 适合的员工的选择———施普林格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

之一

, , 任何一个企业的荣辱兴衰都与企业员工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随着出版规模的不断扩大，施普林格的人员由最初

的 - 人增加到目前的 .!"" 多人，施普林格出版社也从一个

家庭作坊企业变成了世界科技专业出版巨头。施普林格之

所以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与其用人和工作模式有很大的关

系。由于编辑工作是施普林格出版过程中的首要环节，因

而，选择好合适的编辑、丛书与期刊的主编对出版社的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

除编辑外，施普林格还聘请了大量的作者作为专业顾

问，这些顾问绝大部分都不是法律意义上施普林格出版社的

雇员，但他们可以给出版商提供出版选题、作者、主编等方面

的选择建议，为出版商出谋划策。这些人虽不是出版社的雇

员，但根据不同情况，施普林格有时也给他们支付一定的报

酬。当然，除编辑力量外，合适的发行、管理人员也会对出版

社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 技术手段的更新———施普林格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

产品竞争力的技术保障

, , 施普林格出版的书刊能享誉世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

们不但内容精美，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也均达到了世界一

流。!" 世纪 *" 年代，施普林格将现代化印刷技术和照相排

版技术逐渐应用到出版领域之中，新技术的使用使印刷费用

减少，生产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 年，施普林格员工只

增加了 !.0 ，但它仅在德国生产的图书就翻了三番，期刊则

在同期增加了一倍。随着电子文本的提供，作者、出版商和

印刷商之间的界限也被逐渐打破，因此，促进了期刊的国际

化发展。

/+ ., 国内与国际间的横向合作———为拓宽销售渠道奠定基础

科技出版和科学研究只有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事业，才具

有持续的生命力。对施普林格来讲，全球化发展是目标，实

现利润的最大化是生产目的。施普林格与国内、国外出版商

之间的合作和联合扩大了其生产规模，并对其出版内容和人

员、机构进行了整合，同时，也扩大了书刊的销售渠道，提高

了公司和出版物的竞争力。

施普林格在国内外广泛进行横向合作的基础是其多年

来所赢得的国际声望和良好的品牌知名度。横向合作促进

了施普林格的国际化发展，造就了施普林格的集团化、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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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同时也使施普林格的出版物得到世界范围内更为广

泛的传播和认可。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机制。

!" #$ 高质量系列书刊的国际化出版和再版———塑造国际

品牌形象，赢得巨额利润

$ $ %& 世纪 %&、’& 年代以后，施普林格出版了大量的丛书和

手册，二战以后，施普林格共挽救和创办了 (& 多种期刊，多

卷丛书多次再版重印并出口。)*#( + )**% 年，施普林格的近

#& 种重要期刊逐渐转为英文出版，同时，依托一些国际知名

期刊，如《物理学杂志》（,-./0123.4/ 45-3 6270.8）和《 应用物理

学》（9::;.-< 6270.10），不断分化出其新的系列期刊产品［)=］。

品牌多卷丛书和期刊的不断分化、细化，使施普林格出版物

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这为施普林格扩大了潜在的作者

群［)%，%’］。

不仅如此，高质量书刊的出版还造就了施普林格的科技

出版品牌，促进了其图书贸易发展以及与国际、国内出版商

间的合作。系列丛书的再版、重印和期刊自身的孵化，不仅

为施普林格赢得了巨额利润，提高了国内外知名度，还为国

家赢得了外汇收入和国际声誉，甚至在纳粹时期施普林格都

得到了德国有关政府部门的扶持与保护［%&］，这或许就是品

牌的价值所在。

!" !$ 掌门人非凡的决策能力

施普林格的辉煌成就，与历代掌门人的非凡决策能力更

是息息相关。%& 世纪 %& 年代，当德国许多大出版商都缩减

生产规模的时候，它的第三代掌门人 >3" ?" @:3.AB-3 却极力

推行快速发展的策略，并预见到，当德国经济再次复苏的时

候，其他德国科技出版商将不再有机会赶上他们的发展步

伐。同时，>3" ?" @:3.AB-3 对出版事业的追求和为传播德国科

技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分别于 )*%% 年与 )*’& 年被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授予医学和数学“ 荣誉博

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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