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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打造强壮的“小舢板”

——再谈 “独体社”发展之道

主持 / 本刊记者　朱瑜

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  蒋东明

我们一直认为，最好的出版社不

一定要产品大而全，而是要有自己的

特色。尽管中国妇女出版社是小社，

但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在出

版孕产养育、家庭教育、生活健康等

品类图书方面有了一定的品牌和知名

度，所以就要紧紧抓住这个优势，将

这几类产品进一步做到“专、精、特、

新”，扩大品牌的影响力。

对专业出版的追求，需要的唯有

坚守、选择专注、长时间努力，才有

可能独创特色，形成优势。我常说，

所谓做大做强，就是在某一领域，你

的产品最全、最精、最深。这点虽

然说得容易，实践起来很难，但对于

目前的大学出版社，都正走在这条路

上，并已尝到甜头，个中的甘苦冷暖，

已然相知。

中国妇女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杨光辉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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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刊2012年第5期推出的

“独体社”专题受到了业内的广泛好评，

很多读者给我们来信，表示专题中提出

的问题和经验值得借鉴和思考，并希望

就此话题进行延续性的探讨。为此，本

期我们请来中国妇女出版社杨光辉社长

和厦门大学出版社蒋东明社长，继续聊

一聊“独体社”的话题。

出版广角：首先非常感谢两位社长

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知道，

部委社和大学社在我国出版体系中占据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政府

相关部门似乎对出版集团之外200多家

“独体社”的发展缺乏“实质性”的指

导。当然，如今这些“独体社”情况也

千差万别，强的完全有实力和某些出版

传媒集团单挑，差的时时在生死线上受

煎熬。所以，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一时还

未就“独体社”的未来发展给出明确的

定位，但“独体社”必须有自己的应对

招式。在此，我们请两位社长谈谈对“独

体社”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

杨光辉：转制过程当中，我们一直

在思考这个问题。作为集团化，应该是

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

但目前的集团化基本上还是一种行政行

为，即上面做了一个框，把他们认为应

该集团化的出版社拢到一起来。这样的

集团化，如中国出版集团、教育出版集

团，都是行政化的产物，而不是市场催

生、强强联合形成的。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这样集团化的背后，他们的竞争优

势是不可比拟的。国家给了他们很大的

优惠，如政策扶持、大量拨款。而部委

社，虽然政策上享有同样的优惠，但扶

持资金基本为零。这和集团中的出版社

相比，不管是日后甩开包袱也好，提供

未来发展的基础也好，基本上不可同日

而语。

在此，“独体社”很容易产生的一个

疑问就是：国家是否愿意让我们这样的中

小出版社有生存发展的空间？还是以后

有更好的设想？这是目前还不清楚的。

蒋东明：《出版广角》开展的关于

“独体社”的讨论很有现实意义。关于在

集团化、数字化的背景下，我国中小型

出版社在出版产业的作用、发展的道路

和面临的困境，不少业内专家都给出了

他们的想法，很有启发性。归为“独体

社”第一类的就是大学出版社，这是因

为100多家大学社基本上都游离于出版

集团之外，因此大学出版社更关心“独

体社”未来的命运。

厦门大学出版社在福建省不仅是

“独体”，而且是“孤单”。因为福建海峡

出版发行集团几乎囊括了福建所有出版

社，只有厦门大学出版社置身其外，又

只身地处厦门（其他出版社均在省会福

州）。但对于“独体社”的未来，我们还

是充满信心。

出版广角：当前200多家“独体社”

的情况也很不一样，两极分化很厉害，

少数几家大社实力不亚于“出版集团”。

发挥各自优势，走“专精特”之路，也

是目前世界出版的常见格局。就你们自

身而言，在出版集团化背景下竞争的最

大难题和优势在哪里？

杨光辉：在集团化背景下，缺乏行

政靠山的“独体社”，压力和动力都很

强。集团化对我们造成的压力很大，我

们怎么生存？可以说，生存压力成为我

们最重要的动力。 

中小出版社在竞争中的优势在于：

知耻而后勇。被边缘化的感觉，逼迫我

们自谋出路，自寻市场。小社不去奋斗、

打拼就会死掉——有的已经被兼并或倒

闭。但大多数还是在努力地寻求出路、

开拓市场。我们的优势在于专业化——

专业化，这是综合性的出版集团无法比

拟的。据我观察，我并不认为集团社已

经做得很好，目前，进入集团的各社基

本还是各自为营，有的成果和后劲儿，

都远不及一些“独体社”。

我们一直认为，最好的出版社不一

定要产品大而全，而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尽管中国妇女出版社是小社，但经过这

些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在孕产养育、家

庭教育、生活健康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品

牌和知名度，所以就要紧紧抓住这个优

势，将这几类产品进一步做到“专、精、

特、新”，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所以，巩

固优势领域、做好单品种书、打造品牌

系列，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战略思路。

“广阔的思维”不一定要体现在出书

面广，出版品种多——这些方面我们无

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扶持上，

都拼不过集团社。与其求大求全，盲目

跟风上新品种，不如做好小市场中的大

份额，深入细致地深耕每一个产品，维

护好、推广好每个品牌，这也是我们的

一个思路。

蒋东明：大学出版社作为“小舢

板”，是由她的许多属性所决定的。规模

小并不一定做不了大事，关键是我们不

要只以码洋利润来衡量她的优劣。

首先，走专业化和特色化道路已成

为大学出版社的基本共识。这是中小

出版社在充分市场竞争环境下立足的根

本，更是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优势所在。

大学出版社最有可能依托高校的学科优

势，形成自己的出版特色，这是别人所

无法取代的。

其次，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人才与大

学的教学科研队伍水乳交融，紧密相连。

厦门大学出版社编辑队伍的专业特长，

基本上涵盖了本校的优势学科。我们社

还聘请一些本校的知名教授到出版社兼

职，这使得我们出版的目标能密切追踪

学科的最新动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

还要改变观念，扩大出版社的原有专业

功能，与学校期刊、图书馆进行更有效

的实质性合作，甚至于利用孔子学院南

方基地、网络学院等进行数字出版合作。

在大学这块沃土上，大学出版社是大有

可为的。

第三，中小型出版社组织精干，协

调性更好。出版社应对市场或服务读者

方面，时机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长时间

的扯皮，没有冗长的出版程序，决策的

效率往往决定了效益。这就是“小舢板”



60

2
0

1
2

.0
8

V
IE

W
 O

N
 P

U
B

LIS
H

IN
G

话
·
沙
龙

的灵活优势。

出版广角：在“独体社”的生存路

径和盈利模式探索上，请两位社长跟我

们一起分享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杨光辉：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品牌特

色和优势设置产品线。我们是全国唯一

的一家妇女社，与其他部委社不同的地

方在于，他们有系统，有基层组织机

构，可以形成某种专业垄断。我们的上

级单位妇联只是一个群团组织，不是政

府职能部门，底下无企业、机构可以依

托，我们不可能出系统书。此外，社科

类、财经类、学术专著类的图书，也不

是我们长项。表面上，我们面对的是6.5

亿广大的妇女儿童，但事实上，任何一

个社都可以出版女性题材图书，我们只

能贴近女性关心的热点领域，在孕产养

育、家庭教育、女性心理励志、女性文

学等板块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年复一

年、专心致志地做这几类产品，力争把

我们的产品线做精做好，做出品牌和优

势。

比如孕产养育和家庭教育是市场热

点，这些产品不是几家出版社就能垄断

的，全国500多家出版社，没几家不做

孕产书和家教书的，但是出得好不好又

另当别论。我们坚持的一点是：对市场

要了解、摸透，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优势

领域：1．巩固专家团队，在专业性上做

强；2．在引进版权上要加强；3．在选

题的自主创新上要加强——总之，通过

不同的渠道，把最好的内容集中到我们

的手中。虽然做的是大众选题，但是不

能做成“大路货”，我们的目标是做精，

做好，做成我们的优势产品。

蒋东明：古今中外，从事出版业的

人都要有点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世

人所应具备的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和科学

精神，都是从出版物中一点一点吸取的。

因此，这个行业的人永远都要担负着对

读者正面教育的责任。数字技术和互联

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接受知识

的信息泥沙俱下。但互联网的各种博文，

充其量只能作为“发表”的一家之言，

而不是所谓的出版。出版的这种特性，

使得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任何时候都不

能只把经济利益挂在前面。对专业出版

的追求，需要的唯有坚守、选择专注、

长时间努力，才有可能独创特色，形成

优势。我常说，所谓做大做强，就是在

某一领域，你的产品最全、最精、最深。

这点虽然说得容易，实践起来很难，但

对于目前的大学出版社，都正走在这条

路上，并已尝到甜头，个中的甘苦冷暖，

已然相知。

我接触过许多港台出版商，特别是

最近到英国伦敦参加书展，与一些国外

出版机构做交流。他们对于出版业的理

想主义追求，对于如何尽力满足读者的

需求，对于出版走专业化和特色化的道

路，大家几乎都有近似的看法。当我们

在不遗余力地扩充规模，强扭入伙，打

造集团时，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出版的

自身发展规律？

出版广角：联盟或集团化，有没有

成为“独体社”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 

杨光辉： 在大的体制背景下，这种

改变不起大的作用，靠通过行政手段，

组成集团，上个规模，意义不大，未必

能做到长久的强势，关键还是要把自己

的事做好了。如内部的管理、运行要完

全适应市场的改变，不走过场，不玩花

架子；在员工的激励上，工资的分配上，

做到效益导向——效益第一，有效益，

就要奖励，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通过机构设置、内部管理、机

制改善来培养人才；通过品牌力、影响

力的提升来吸引人才。从我们队伍建设

本身来看，中青年女编辑占主体，男女

比例为1 ∶ 2，这是妇女社的特点。在

其他出版社，女同志的优势不是很大，

到我们这里，最好的策划编辑却都是女

同志，比如我们要求进孕产养育分社的

编辑都要求做妈妈的，没有做妈妈的经

验，编不了这类书，连策划选题点都不

一样。虽然我是个父亲，但看这类书就

没感觉，哈哈！但做了妈妈的编辑就不

一样，她亲身体验孕产和养育的整个过

程，知道什么是读者需要的，是规律性

的东西，她了解哪些选题点是大众关注

的，哪些是小众的。

我们社没有优势，我们要发展，就

是集中精力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把内

部的管理科学化，调动起每个员工的积

极性，把大家最大的潜力发挥出来，我

想这就够了。至于什么资本运作，比如

做股份公司挂牌上市，我们暂时是不考

虑的。

蒋东明：优秀图书可以没有高深和

大众之分，但却有编辑和作者水平之别。

《读者》是一本定价只有4元的杂志，但

它却吸引千万读者，影响几代人的心灵，

《读者》杂志的编辑是很了不起的。对于

众多的出版社，无论是庞大的集团，还

是寥寥几人的小社，最重要的人才都是

富有激情，拥有品位，甘为作嫁，踏实

前行的出版人。即使出版集团再庞大，

一本书的产生也是由少数几位编辑策划

出来的。

说到底，出版业是智力密集型的产

业。业内人士都知道，投资巨大，装帧

考究，煌煌巨册的图书，大都是用来撑

门面、赶评奖或不差钱的形象工程。真

正在市场为读者喜爱的书，是埋藏在书

里的思想光芒和艺术魅力。读者对于出

版物，他们只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而

不太注重出版社的大小。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资本雄厚和规模庞大并不是产生

优秀出版物的第一要素，而是出版者的

眼光和品位。

出版广角：感谢两位社长与我们分

享以上观点和宝贵经验。正如两位社长

所言，不少“独体社”发展后劲儿很足，

尽管当前有些政策还不明朗，但依然不

乏中流击水各领风骚者，这使得我们对

未来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