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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对建设面向数字出版的信息化平台

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探讨了什么是数字出

版和数字出版做什么的问题。认为出版社的数字化

管理、图书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图书形态的数字化和

销售的数字化都是数字出版，传统图书出版社做数字

出版并进行数字化转型，仍应依托传统出版资源，特

别是具有优势的出版资源，对数字资源的收集和再次

利用管理是目前转型的基础。二，提出了建设信息化

平台是可行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三，阐述了信息

化平台功能搭建，出版社可在已有ERP系统的基础

上，新增数字内容协同编辑、资源管理、销售管理等

功能，初步建成适合数字出版的信息化平台。

关键词  数字出版；信息化；平台

建设面向数字出版的信息化平台思考
施  高  翔

厦门大学出版社，361008，福建厦门

对于传统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行业内作了各

种思考和探索，选择的路径也是多种多样。[1]本文

认为重要的是做好内部的数字化工作，因为这是数

字出版的基础。内部的数字化工作包括内部管理的

数字化、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营销手段的数字化、内

容资源的数字化及再利用等。我们一直在探索将这

些数字化工作集成到统一的信息平台中，通过信息

平台可以提供数字出版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信息，

平台内信息共享，与平台外的各种公共平台做数据

接口，所有信息的发布和数字资源的收集、再利用均

在平台上操作，这样就可以解决数据重复录入、不同

的平台信息发布不对称、资源收集不全、资源再利用

不方便等问题。厦门大学出版社以自行开发的“南

强出版管理系统”为依托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摸

索，经过多年的努力，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可行的，

本文就建设出版社信息化平台提出一些想法。

1  对数字出版的一些思考

厦门大学出版社于 2011年在原电子出版部

的基础上组建了数字出版中心，主要统筹负责出

版社的数字出版工作。对于什么是数字出版和数

字出版该做什么，我们当时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

在此之前，我社已有较长时间通过授权的形式让

其他公司销售电子书，对方以数据库的形式销售

给图书馆，但这种方式并没有带给出版社多少经

济效益，也没有带动出版社内部为数字出版进行

流程再造，出版社仍停留在传统出版状态中，所

以，靠这种方式做数字出版并不可行。数字出版

中心此后摸索了不少路子，如自己投资做网络游

戏、做一些APP等，但均没有结果。经过几年的实

践，我们终于明白了，出版社内部的数字化管理、

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内容形态的数字化、销售的数

字化等都是数字出版的内容，而传统出版社的数

字化转型工作还是要以传统出版资源为基础，特

别是传统的优势出版内容，对这些资源数字化及

再利用是目前数字出版的重点工作之一。

此后，我们就开始做好内部数字化管理系统，

理顺了数字资源收集流程，将以前没有电子文档

的图书数字化，有电子文档的图书资源进行收集、

管理，由专人转换格式、制作成可用的电子书。有

了内容资源后，我们开始比较顺利地开展电子书

的销售工作。如先后与十余家公司签约销售电子

书，与网店签约在网上销售电子书，与馆配商签

约尝试电子书馆配。我们自己也开始建自营渠道

销售电子书，目前我们已上线苹果APP电子书商

城—鼓浪书苑。

2  建设信息化平台是可行的数字化转型
解决方案

2.1  我社信息化平台的开发过程

传统出版社要再利用数字化内容资源还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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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问题。首先是数字化内容资源收集不全，没

有一个规范的收集流程。其次是资源没有统一存

放和管理，使用时不方便，而且管理也很粗放，就

是按书打个文件包。最后是资源销售没有统一管

理，与每家公司单独签协议，单独管理，销售管理

全靠对方公司的系统，自己的管理系统中无法查

询到相关销售信息。而对于需要经常调整销售价

格的网上销售，人工操作就更加麻烦。针对以上问

题，我们尝试着将相关管理功能加入到出版管理系

统中。这些功能在流程的设计上与传统出版的流

程紧密结合，并对传统流程进行优化。随着相关管

理功能的加入，新管理系统已不再是单纯的ERP系

统了，而是成为一个资源和信息集成、统一发布平

台，我们把这个新系统称为信息化平台。

2.2  为什么要建信息化平台

（1）流程融合，不需要另建一套新流程

目前传统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主要以电子书为

主，与纸书编印发流程结合非常紧密，我们的设计

思路就是在传统纸书编印发过程中，将相关的数字

化内容资源收集起来，不需要设计花费额外人力的

流程，就能将新出和已出图书的数字资源完整收集

起来。同时，按照我们在设计的协同编辑系统，现

有的编印发流程将有较大的改变，既提高了出版效

率，又将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完美地融合起来。

（2）资源共享性好

我们这几年在资源共享上碰到一些困难。比

如，电子书制作和网店图书上架都需要用到封面、

版权页、封底、目录、正文等，由于以前没有统一

的管理平台，这些工作由不同的部门分别收集，以

前的图书封面大多还要扫描，工作量大，但收集到

的资源又不共享，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现在通过

这个信息平台统一管理，数字资源在平台内共享，

减少了重复工作。

（3）信息集成好

平台既是资源平台，更是信息集成平台，与系

统外的各种公共平台做数据接口，所有信息的发布

和数字资源的收集、再利用均在系统上操作，这样

可以解决数据重复录入、不同的平台信息发布不对

称、资源收集不全、资源再利用不方便等问题。

在目前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我们

认为建设信息化平台是一条必由之路，这是出版社数

字出版能力建设的基础，它可以为数字出版提供必需

的内容资源和相应的管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信息化平台的功能搭建

根据我们的设想和实践，信息化平台至少应

该包括传统图书出版社的ERP系统，以及为数字

出版转型而必备的数字内容协同编辑系统、数字

资源管理系统、销售管理系统等，在信息共享的基

础上，形成一个信息与资源大集成的平台。

3.1  ERP系统[2]

该系统应该具有以下管理功能：

（1）出版社编印发全流程业务管理；

（2）全流程财务数据管理；

（3）全流程档案管理，包括选题文档管理、三

审三校文档管理、电子书稿管理、作者信息管理等；

（4）办公管理，包括工资管理、考勤管理、出

差请假管理、出差日志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

出版界对于出版社ERP系统应具有的功能有

不同的理解，以上是根据我们的系统开发实践提

出来的。一套管理到位、涵盖全业务流程的ERP
系统，可以提高出版社的工作效率和管理规范化

程度，这是平台建设的基础。

3.2  协同编辑系统[3]

该系统应该具有以下功能：书稿排版、编辑、

校对、作者修改等环节全数字化、网络化、流程化，

都在这个系统上完成，通过协同系统编辑完成的

数字内容即可用于纸质图书的出版和数字资源的

多渠道发布，而不再需要存储格式的转换。

有了协同编辑系统，书稿的编校、排版环节可

以同时进行，改变了传统的编审校流程，缩短了出

版周期，并且最终定稿的书稿可同步用于电子书

的销售，不必再为收集相关资源、转换格式而设专

人来做，电子书的制作成本降到了最低。使用协

同系统目前还是存在不少困难，首先需要改变图

书编校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并且还要借助

于PAD等便携设备，将原来在纸稿上做的改稿等

工作变成在电子稿上完成，相关人员需要掌握一

定的编辑操作技能，得有一个适应过程。但协同

系统真正在编辑工作中应用后，将实现传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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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子书出版的融合。

3.3  数字资源管理系统

该系统具有集中存储数字资源的功能，适用

于过往图书资源和新书资源，能自动收集图书编

校印流程中生成的各种格式的、涉及图书的所有

数字资源，并自动整合成一本完整的电子书；能全

文检索数字资源；能碎片化资源，并做好多种标

引；能完美地模拟成纸书形式显示。

3.4  数字资源销售系统

该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1）可以对数字资源销售全流程进行管理：包

括销售方式、合作渠道、定价、销售收入、收入分

配等的管理；

（2）可与销售渠道的数据对接：主动推送电子

书；提供渠道需要的相关数据，并能做到数据实时

交互；

(3) 可与移动互联对接：做到系统与移动互联的

信息对接，为纸质图书和数字图书的O2O做好准备。

3.5  可满足各种需求的数据接口

通过数据接口，平台可以与平台外的各种系

统进行对接：

(1)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系统：如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的选题系统、在版编目系统、书号实名

申请系统、图书出版统计系统等；

（2）自有销售渠道：如淘宝天猫店、微商城、

网站的自营店等；

（3）其他销售渠道：如三大网店、各省省店、

馆配商等；

（4）对外信息发布平台：如出版社自己的网

站、微信、微博等；

（5）内部信息平台：如内部的各种电子公告牌等。

通过数据接口，出版社内部的信息化平台真正

具有了平台的作用，将出版社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与

资源统一集成在平台上，彻底改变了以前管理系统

是个信息孤岛的状态，可以使管理系统发挥更大的

作用，也为今后大数据在出版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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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月 8日，由中国大地出版社、地质出版社

举办的“‘我们从哪里来’主题讲座暨《热河生物群》新

书发布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层

与古生物中心常务副主任季强；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生物演化与环境

变迁研究所所长任东；中国大地出版社、地质出版社社

长、党委书记顾晓华；本书主编、自然环境与脊椎动物

进化科学传播团队首席专家，地质出版社、中国大地出

版社总编辑王章俊编审出席了本次新书发布会。

《热河生物群》这套精美的地学科普画册，描述了

鸟类由长毛恐龙（手盗龙类）经过几千万年的演变进

化而来的过程。会上，本书主编王章俊教授做了关于

“我们从哪里来”主题讲座，现场气氛热烈，精彩不断。

他指出，生命是在 35亿年前首先出现在海洋里。生物

的进化是一个非常缓慢而持久的过程。生命的进化有

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大约从

5.42亿年前算起，曾经历过 6 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每次

大灭绝事件，都造成 75%以上生物的灭绝，同时又开

启了新生命时代的到来。书中对于灭绝的意义有客观

全面的评价，生物有生有灭，才形成了生命的演化，也

让我们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灾害也并不都是

坏事。

观众就“我们从哪里来”这个话题进行了积极的提

问，与主讲专家和嘉宾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通过他们

由浅入深的回答，观众对生命的进化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

（中国大地出版社 地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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