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社改制三题
厦门大学出版社　蒋东明

　　一 、根植高校———大学社生存的土壤

教育部 、新闻出版总署在有关大学出版社改

制的文件中明确指出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有几

个“不变”:大学出版社服务高校教学科研的办社

宗旨不变;高校对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的管理办法

不变;高校对出版社的把关责任不变;大学出版社

的名称不变。这几个“不变” ,充分说明大学出版

社必须根植高校 ,只有生存在大学这片土壤里才

有成长的空间。

尽管业内人士经常强调大学出版社对于大学

的重要性 ,是大学里的“第三势力” ,但对于有的大

学领导来说 ,有很多比出版社发展更重要的事要

他们处理 ,出版社只要能稳定发展 ,不出乱子就可

以了。我对云南大学出版社施社长的一番话很有

同感:在大学里 ,出版社处在边缘地带。大学的人

才培养 、教学科研是第一位的工作 ,而出版社的

事 ,一般很难引起学校领导的充分重视。即使在

地方出版系统 ,大学出版社因其主管单位不同也

同样处在边缘地带。但大学出版社又担负着宣传

先进思想 、传播科学知识 、积累学术成果之职 ,是

弘扬社会主旋律的重要阵地。因此 ,大学出版社

是处在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一种尴尬的生存状态

中。有时给你的是关注 ,是赞誉;有时得到的是冷

落 ,是寂寞。当你想去争取出版的资源 ,争取更好

的办社条件 ,你会觉得满腔热忱未必都会得到理

解。因此 ,寻找大学出版社工作的真实意义 ,把信

念建立在更为可靠的基础上 ,是摆脱尴尬的出路。

大学是各种专业的综合体 ,是各种学术的诞

生地。大学出版社与大学有天生的不解之缘 ,大

学出版社的读者和作者主要在大学。大学出版社

正是生长在这片沃土上 ,直接依托大学 ,与专家 、

学者联系密切 ,与学术创新联系紧密 ,与科学研究

的前沿联系密切 ,所以大学出版社离不开大学 ,这

也是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优势和生存之道。改制无

论是过程还是目的 ,都只能是加强大学与出版社

的联系。是主流也好 ,是边缘也罢 ,只要我们确信

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只要我们热爱自己的这

份工作 ,就能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就能勇敢面对

社会中激烈的竞争 ,就能担负起肩上的文化责任。

　　二 、学术为本———大学社不变的使命

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 ,首要的目标或使命仍

然是学术积累 、传播知识 ,这是由大学出版社天然

的条件和自身的优势所决定的。从整个社会的层

面来看 ,大学是最高的教育机构 ,也是文化发展的

区域中心 ,他集精神建构 、学术研究 、科学发现 、技

术发明及人才培养于一体 ,是人们心目中的文化

高地。大学精神的主要内涵是科学 、民主、创新 ,

并具有开放 、平等 、自由的学术气氛。大学出版社

的出版物就是要不断促进探索和争鸣 ,激励新思

想 、新学术的产生。因此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应

坚持学术为本 ,为社会提供学术研究和创新的支

持 ,构建文化高地 ,这也是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出

版社成功的经验和共同的使命。

从作为主办方的大学来看 ,把出版社仅作为

上缴利润的财源地是不够的。高校办出版社 ,更

多的是希望出版社成为反映和传播本校科研成就

的窗口 ,为教师出版活动提供便利 ,并能通过出版

社来提高学校的声望。厦大校长就曾说:“大学出

版社固然要讲经济效益 ,但它更重要的使命是出

版社能够促进它所在大学的整个学术水平的提

高 ,如果它不能实现这个目的 ,作为大学出版社也

就违背了创办它的初衷。”因此 ,大学出版社无论

怎样改制 ,加强大学对出版社的学术关注和学术

支持都是校社双方的共同需求。

从大学出版社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 ,他所熟

悉的作者群 ,他所培养的人才队伍 ,他的营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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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他的企业文化 ,都集中在学术和教育这个特定

的环境。特别是大学出版这支队伍 ,他们都明白

自己肩上的学术使命 ,因此 ,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

客观条件的考虑 ,大学出版社朝着学术出版 、教育

出版这个方向发展才是唯一的出路。我想特别提

到的是 ,在各社改制的设计中 ,与经营管理有关

的 ,如董事会 、监事会的机构设置考虑得比较多 ,

但如果要提高学术出版的水平 ,还应引入国外学

术出版的一些成功经验 ,如严格的专家审稿制度 、

学术出版基金资助体系与奖励制度 、出版后的追

踪反馈制度等。

　　三 、增强活力———大学社发展的动力

改制对于大学出版社意味着什么 ? 仅从可免

几年的所得税 ,可以增加书号来理解显然是不够

的。我以为 ,改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转变观念 ,扩

大视野 ,增强活力。

观念的转变我以为有二:一是转变只有事业

单位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服务宗旨和意识形态导向

的观念;二是转变只要保证社会效益而不需要考

虑经济效益的观念。导向正确是出版社的社会责

任 ,必须靠法律法规来规范;而出版社只有提高了

经济效益 ,才能保证社会效益。以往我们常把二

者对立起来 ,在观念上阻碍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扩大视野 ,这是大学出版社“走出去”战略的

必要前提。大学出版社根植大学 ,为学校教学科

研服务 ,但也要避免过于局限自己 ,囿于小天地。

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 ,学术研究的国际

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多媒体数字出版的

发展 ,任何出版人都不可能坐在家里等着财富送

上门。扩大视野 ,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把纸质图

书做好 ,还要考虑多媒体的出版 ,要谋划“社刊工

程” ,要把策划选题的目标放到全球 ,要追求产学

研一体化。我理解的“做强做大” ,就是在某一出

版领域有你的品牌产品 ,可以长期立足国内外市

场 ,而不仅只是规模的扩张和产值的上升。

增强活力 ,就是在新观念和新视野的支配下 ,

增强出版社参与竞争的能力。改制后 ,我们期望

出版社的经营机制和人员机制更符合现代企业的

要求。国外 ,特别是美国大学出版社长期坚持学

术出版的努力得到我们的认同和尊敬 ,但他们的

问题也是发展的活力不够 ,学术出版举步维艰 ,特

别是网络传播的兴起给美国大学出版社带来很大

的冲击。不可否认 ,我国大部分大学出版社在发

展中已经初步形成一整套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模

式 ,但也同时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 ,如市场主

体的地位问题 ,与学校在资产 、人员方面的问题 ,

特别是观念上的问题。总之 ,只要通过积极 、稳妥

并且符合实际的改革 ,在资源配套 、管理更新 、人

才流动 、市场竞争 、产权确立 、投资融资 、企业文化

等方面扎实地工作 ,就一定能够为大学出版社的

发展带来活力。 □

我国互联网发展出现三个新动向

9月 23日 , 2008(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南

京开幕 。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在开幕式上表

示 ,近年来 ,我国互联网始终保持快速发展 ,随着互

联网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我国互联网大国的规模

已经初显。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表示 ,我国

互联网发展出现了三个新动向。一是从应用领域

看 ,我国互联网正从信息传播和娱乐消费为主向商

务服务领域延伸 ,电子商务迅速发展 ,互联网开始逐

步深入到国民经济的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二是从

服务模式看 ,互联网正从提供信息服务向提供平台

服务延伸 。以博客播客(视频分享)等为代表的

WEB 2.0服务模式使互联网的平台功能更加突出 ,

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 ,也是信息的提供者 、创造

者 。三是从传播手段看 ,传统互联网正在向移动互

联网延伸。随着宽带的发展和无线接入的普及 ,基

于互联网的新的媒体形态不断涌现 ,网上信息的获

取 、发布 、利用更加便捷。

在开幕式上 , 32家互联网从业单位分别被颁发

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贡献奖和公益奖 。新华网 、人

民网 、央视网 、东北新闻网 、东方网 、广州日报大洋

网 、中国广播网等 20 家单位获得 2008 年度中国互

联网行业自律贡献奖。腾讯工业慈善基金会等 12

家单位分获公益企业大奖和公益企业奖。

(新华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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