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专业分工：从行政约束到主动追求

摘要：独具中国特色的出版专业分工，在管理过程中时而强制约束时而淡出放任，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我国出版专业分工有其历

史渊源和现实选择过程。剖析当今出版分工现状，专业化依然是一条可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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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出版专业分工的源起和独特性

我国大陆出版单位实行专业分工的行政约束由

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出版界领导人

就提出，出版部门应“各专一类”。1950年，政务院发

布《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

确规定:“为了便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专营出版工作

的出版社，首先是公营出版社，应当按出版物的性质

而逐步实行大致的分工⋯⋯以克服出版工作中的盲目

竞争和重复浪费现象。”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颁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要求：“抓好各类

出版单位的合理分工和统筹安排的工作。”“不同性

质的出版社，要按照各自的分工和特点，确定出书范

围。”1997年，国家将解决超专业分工范围出书列为

出版业治散、治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曾处罚过一些

超分工范围出书且情节严重的出版单位。即使在完成

体制改革后的今天，出版社在年检、营业执照的经营范

围确定、选题申报中，基本上也还是执行了这一规定。

笔者曾接待了台湾“行政院政府出版品管理处”

的几名官员。交谈中，笔者介绍了大陆出版社的专业分

工特点，不料，台湾客人对此十分感兴趣。我们知道，

在海外，出版社出书没有选题申报、专业分工这一

做法。一般的商业出版社完全根据市场需求自我调

节，而有些大学、社会团体或财团所办的出版社，在

保证充裕的资金前提下，会专心做某一专业的出版

物。对于大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政策，台湾客人虽不

是首次听说，但经过双方系统地交流后，他们还是对

这一举措的积极作用产生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60多年来，独具中国特色的出版专业分

工，因其时而强制约束，时而淡出放任的管理，一直是

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二、出版专业分工由被动实施到主动追求的

认知过程 

我国专业分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现有

的出版社，一大批是近30年来按照某一部门、某一

学科领域的需要创办的。这些出版社成立之初，恰

逢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际，他们大多从主办单位获得

少许的开办费后，即面临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如何生

存下去的问题。笔者也亲身经历了出版社初创阶段的

艰难，那种缺钱的窘境、内心的挣扎，是旁人很难体会

的。此时要求出版社坚持“专业分工”，对许多出版社

而言，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叫喊。为了生存，他们是

一定要想尽办法打“擦边球”，千方百计逾越红线。

从中外出版的历史看，专业分工是社会化大生产

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必

然结果。而我国的出版专业分工是与新中国出版框架

同时建立的，并随之同步扩大。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

出版社专业分工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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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与管理

之后，通过行业竞争逐步实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这

种专业分工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管理的方便，

客观上对其实施带来极大的阻力。              

 经过30多年的有序或无序的竞争，我国各家出

版社都不同程度获得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有

一定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出版人也在不断地探索并

基本达成共识，即出版社的发展之路应按专业化的方

向，建立一支有自己专业优势的编辑队伍，培养和吸引

一批有关专业的作者队伍，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出书

特色。坚持专业化办社方针，把出版社办得更有特色

和权威。这是繁荣出版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出版业的

主要成长之路。

笔者认为，出版社从被动地受专业分工约束到主

动追求专业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认知过程，符

合出版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转变

过程中，出版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起到关键作用。

三、出版社要想脱颖而出，就必须坚持走专

业化的发展道路

纵观我国出版专业分工形成的历史与客观条件，

我们可以看出，出版社专业分工的行政约束，虽然有先

天不足之处，却是我国出版工作实行宏观管理的一项

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出版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尤

其是读者在面对海量信息不知所措时，编辑能给他们

提供相对准确、科学的信息，这就是出版的价值。因

为其专业才不易为其他行业取代。

近几年，随着出版业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鼓励出

版社实行兼并、联营、合资、重组以后，虽然未见明文

废止专业分工，但各家出版社似乎都认为，只要图书内

容不出问题，好像出什么书不再会受到限制。有的出版

社改制后，开始经营房地产、金融、教育培训或艺术品

等其他领域，对此，笔者不禁感慨良多。

在中国这样一个年出新书量达到40多万种的出

版大国，没有专业优势和出版特色，是很难在市场上

立足的。目前，专业分工有所淡出，但并不表明出版社

出书就可以不要章法了。那种见什么书畅销，就一窝蜂

都跟风去抢出同类书的做法，不仅短视，而且绝非都

能尝到甜头。至于涉猎出版业外资源的经营行为，将

终因非己所长而难有持久后劲。笔者以为，围绕主业

谋发展，不过多涉足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应是企业经

营的普遍规律。房地产、金融行业虽然看上去很美，但

凡是相对成熟的行业，都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士在那里开拓逐利，外行进入，往往成为行家的垫脚

石。

作为有追求的出版社，为长久生存计，还是要努

力营造和积累自己的出版特色，在自己所长之处用足

优势，追求你无我有、你弱我强，有了这样的特色，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笔者一直以为，对于大多数中小型

出版社，所谓“做大做强”，就是在某个专业领域，你

的产品最齐全、最权威、最有影响力。厦门大学出版

社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研究、南洋问题研究等优势

学科不断耕耘，形成了品牌产品，得到学界的认可，

对此我们是深有体会。我国众多发展成熟的出版社，

在这方面都有太多的实例，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透过出版专业分工的发展历史分析，我们再来关

注目前数字出版的风起云涌之现象，可以断定，在数

字出版发展的前期，千军万马竞相厮杀，互相倾轧的

乱象，虽是可以理解的，却是不能长久的。数字出版要

得到健康发展，一定会呼唤其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

如有专家呼吁，电子书不要求“高大全”，把过多内容

放进去，“交互性适当就好”,这就是对专业化的要

求。对于期望发展数字出版的有识之士来说，寻找自

己的专业定位，尤其是利用传统出版社的专业优势来

发展数字出版，应该是一条可取的发展之路。

（蒋东明，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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