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响品牌 走向海外

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结硕果

本报记者 吴锦才 实习记者 张兴旺 田斯予

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国出版、凤凰传媒、中文传媒等出版业上市公司一方运用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拓展多元化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加强版权输出，加快步伐“走出去” 。

数字化转型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前来看书的人流不断，但仅有少数人选择购买。 对于出版行业的痛点，中国出版董事会秘书刘禹对记者表示，“数字化对传统纸媒影响很大。 传统出版社面临数字化转型问题。 ”

一位出版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出版业发展已经进入高级竞争阶段，更多体现在出版资源、品牌、市场占有率层面。 对于老牌出版集团而言，应当更加重视品牌建设。 面临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出版企业需用数字化激活传统优势，重点打造数字出版品牌，让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掌握主动权。

实际上，数字化符合当前的阅读需求。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7年国内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3.0%，较2016年的68.2%上升4.8个百分点。 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保持增长势头。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杨海平教授认为，数字化是目前出版业发展的整体趋势。 传统出版业应顺势而为，积极拥抱互联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已有资源，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

“数字化时代面临怎么传播、如何开发新形态产品。 ”中国出版董事会秘书刘禹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传统出版社面临数字化转型问题。

数字出版已成发展趋势。 今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8119.2亿元，较2016年同口径增长4.5%。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汇总数据，2017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7071.9亿元，同比增长23.6%。

对于行业目前发展情况，凤凰传媒表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的背景下，新闻出版产业整体继续保持持续、较快的发展态势。 但是，传统图书出版发行业务的增速明显低于数字出版，面临增长乏力的挑战，转型压力继续加大。

据了解，目前中国出版、凤凰传媒两家出版上市公司依靠品牌出版社发展壮大出版发行主营业务，数字化转型效果显现。 以中国出版为例，2018年半年报显示，中国出版各单位数字版权签约率接近70%，并以实用和商业视角对数字资源总库进行数据化整理、分享和使用。

从凤凰传媒来看，公司坚定实施转型升级，数字出版贡献持续提升。 2017年，凤凰传媒数字出版收入为9.06亿元。 其中，数字出版单位收入7.77亿元，传统出版单位收入1.29亿元。

多元化发展

从目前情况，出版企业积极开展多元化发展。 从凤凰传媒来看，半年报披露，公司教育产品优势突出，凤凰版课标教材总数达23种，品种数量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2位。 在做强出版业务的同时，凤凰传媒也在拓展其他业务。

某大型券商文化传媒行业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图书出版行业发展平稳，增长稳健，很多出版公司谋求多元化，是在寻求业务突破，增加盈利弹性。

凤凰传媒半年报显示，在巩固传统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公司持续加大转型升级力度，积极完善产业布局，积极拓展智慧教育、影视、职业教育、云计算、大数据、游戏、娱乐等产业。

具体来看，凤凰传媒的影视板块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2017年，凤凰传奇参投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播出；去年凤凰传媒将参投的PPTV股权转让给苏宁集团，实现投资收益约9800万元。 2018年上半年，凤凰传奇参投的电影《无问西东》和《南极之恋》上映。

杨海平认为，未来出版业不仅要以传播先进文化、引领产业发展为使命，聚焦出版发行主业，深入梳理业务战略，进行相关资源整合，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打造一体化服务平台，培育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型市场主体，还要运用资本经营的手段优化资源配置，采取多种手段推动主营业务的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逐步完善企业产业布局。

从中文传媒多元化业务发展情况看，公司新兴出版领域的现代物流、物联网技术应用、新媒体、在线教育、互联网游戏、数字出版等产业规模初步形成，逐步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极；此外，公司影视剧生产、艺术品经营、文化综合体和投融资等新业态业务与出版业务形成了有效协同。

其中，中文传媒旗下智明星通成为海外运营能力很强的中国游戏公司之一，90%以上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2017年，公司以智明星通为代表的新媒体新、业态板块实现收入40.52亿元；毛利率为63.19%，同比增长3.94个百分点。 2018年上半年，公司新媒体新业态板块实现收入17.17亿元，继续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对于出版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杨海平认为，多元化经营优势明显，能够分散出版机构经营风险，有利于提高市场风险防范能力，有利于挖掘出版机构内部潜能，实现企业内部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

杨海平同时提醒，出版企业一定要注意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提升，正确处理好核心竞争力和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在凸显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化业务，而不是在核心竞争力尚不明显的情况下草率开展多元化。

一位出版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出版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仍要以主营业务为核心，这是出版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 例如，中国出版是一家以人文社科出版为主业的出版社，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都是很出名的出版社，可以在原有品牌的基础上进行品牌细分，占据细分市场，巩固传统品牌优势。

加快走出去

出版企业一方面拓展多元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加快走出去步伐。 信达证券研报指出，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宽度的探索，尤其是对于拥有虚拟资产和产业的数字出版领域而言，国际化拓展是提升收入和利润的必须之路。

对于拓展国际化业务，据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童之磊在第八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介绍，2016年，中文在线提出IP一体化开发、泛娱乐产业融合，从教育、文化两个领域迈出国际化步伐。 2018年，中文在线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共同签署了“引得”（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合作协议。 “引得”数字人文资源平台共收录从先秦到晚清约41万人的传记、著作资料（约4亿字）。

不过，在杨海平看来，国外知名出版集团，例如励德·爱思唯尔、培生教育集团、麦格劳———希尔集团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国际化水平都很高，在版权贸易、出版物营销、合作出版、全球出版资源利用、资本运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但是，受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价值观念差异、销售渠道、内容呈现、国际化人才匮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出版业走向国际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推进。

具体来看，杨海平认为，一是继续推进合作出版，设立海外出版机构，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变；二是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国内出版人才和国外引进的出版人才有机结合的出版队伍；三是提升优质出版物原创比例，积极主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分享给全世界。

从中国出版来看，公司制定了打造国际著名出版集团的战略目标。 半年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出版加强“走出去”内容建设，成立“走出去”选题策划委员会，策划实施中国名作名家海外推广计划，重点推介《故宫里的大怪兽》、《朗读者》等项目。 三联韬奋书店荣获伦敦书展“中国书店精神奖” 。

凤凰传媒也在扩大版权输出，“走出去”工作效果显现。 2018年半年报显示，凤凰传媒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讲好“中国故事” ，全面提升外向出版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超额完成半年版权输出任务，全年输出指标已经完成71%。

杨海平认为，中国出版业应继续加大版权输出，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让“出版走出去”转化为“出版走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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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企业加强海外市场拓展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上半年， 出版业上市公司

积极推进国际化业务， 版权输

出加快。 其中，出版企业对“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

版权贸易明显增长。

版权输出数量增加

根据《2017年新闻出版产

业分析报告》，2017年全国输

出版权数量大幅增长24.1%，增

速提高17.8个百分点， 高出引

进版权增速19.1个百分点。 对

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

尼泊尔、 吉尔吉斯斯坦、 阿联

酋、黎巴嫩、埃及等“一带一

路” 沿线市场版权输出增加较

多，表现抢眼。

对此，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

院副院长杨海平教授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政策对出版业

国际化发展高度重视。 一方面，

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出版物的对

外译介、出版，支持引进优秀出

版物；另一方面，鼓励出版机构

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与国际

出版集团开展业务合作。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中国

出版企业走出去步伐将加快，

范围将更加广泛。

上半年， 不少出版公司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版

权合作加强。凤凰传媒半年报显

示，2018年上半年共输出版权

185种，引进版权191种，全年输

出指标 （260种） 已经完成

71%。其中，向“一带一路” 市场

输出品种90种， 占上年输出总

量的48.6%，接近一半。

上半年， 中文传媒走出去

工作成效显现。 公司共完成图

书版权输出 97项 ，“一带一

路” 国家和地区版权合作不断

夯实；公司控股的“脑洞” 国

际出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多渠道开展营销活动

业内人士认为， 国内出版

企业需要利用本土出版资源

开展出版活动、利用知名出版

机构渠道开展营销活动、举办

或参加各种形式的出版展会，

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以山东出版为例，公司努力

提升图书和项目的国际传播力

和影响力。 山东出版分别于

2018年4月和6月成功策划参与

中国阿语地区“一带一路” 版贸

会和“一带一路” 版贸会走进中

东欧活动，所属各出版单位与国

外出版机构共签订152种图书

的版权协议。 其中，输出107种，

引进45种。

上半年， 中原传媒联合中

华出版促进会、郑州大学等单

位，成功举办了第五期丝路书

香高级出版人培训班，圆满完

成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

坦、 蒙古4国出版人培训班的

授课、考察、交流活动，组织4

国出版人与出版单位开展版

权贸易洽谈，签订版权输出项

目143个。

业内人士表示，出版企业需

提升优质出版物原创比例，让更

多作者在关注传统文化的同时，

宣传介绍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积

极主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原创

作品。

23家出版公司

上半年实现盈利

□本报实习记者 张兴旺

Choice数据显示， 根据证

监会行业分类，沪深两市新闻和

出版业23家上市公司上半年均

实现盈利。 其中，归母净利润实

现同比增长的公司18家， 总体

业绩向好。

3家公司营收突破50亿元

Choice数据显示，上半年，

14家出版公司营收突破10亿

元；营收超过50亿元出版公司3

家，中文传媒、凤凰传媒、长江

传媒分列前三名。其中，中文传

媒实现营收60.08亿元，同比增

长 0.27% ； 凤凰传媒营收为

53.76亿元，同比增长0.86%；长

江传媒实现营收52.35亿元，同

比增长15.30% 。 增长幅度方

面， 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0%的

公司有10家。

对于经营基本面的表现情

况，中文传媒表示，公司出版

主业保持稳定增长，教材经营

格局进一步稳定和夯实，新媒

体新业态板块继续保持较强

盈利能力。 在面临诸多外部困

难、行业总体增长趋缓的情况

下，保持了收入和净利润的双

增长。

凤凰传媒上半年主营业务

表现良好。半年报显示，上半年，

凤凰传媒在图书零售市场的码

洋占有率排名第3位。 其中，在

实体店渠道零售市场码洋占有

率排名第3位，在网店渠道零售

市场码洋占有率排名第4位，同

比上升2位。

值得一提的是， 上半年，中

国出版实现营业收入20.48亿

元，与上期同比增长18.52%。

中国出版表示， 上半年以

6.55%的图书市场占有率继续

保持全国领先。 同时，公司产品

线领先优势扩大。 根据开卷数

据，公司语言、音乐、传记、文学

类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各出版集

团中位列第一，语言、文学类市

场占有率分别同比上升4.19、

1.62个百分点。

18家公司净利润增长

净利润方面，Choice数据

显示，在23家出版公司中，归母

净利润超过1亿元的公司14家；

皖新传媒、中文传媒、凤凰传媒

归母净利润规模名列前三位，

分别为 8.74 亿元、8.52亿元、

7.7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18家公司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其中，归

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0%的

公司有3家。 博瑞传播、中文在

线、中国出版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长幅度分列前三位， 分别为

158.65%、140.80%、123.75%。

对于上半年23家出版公司

均实现盈利的情况，某大型券商

文化传媒行业分析师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出版行业商业模

式稳定， 市场需求相对稳定，这

些出版公司能够实现平稳增长。

对于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博瑞传播表示，主要在于广告业

务新增客户带来收入显著增长，

利润大幅好转。

不过，读者传媒、中南传媒

等5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下

滑。 一位出版业人士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纸价上涨导致

出版成本水涨船高，影响了部

分公司的利润水平。

上半年，读者传媒累计实现

销售收入3.08亿元， 同比下降

4.68% ； 实 现 归 母 净 利 润

1401.63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59.96%。 对于营收和净利润的

下滑原因，读者传媒表示，纸张

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同时公

司加大对营销体系建设投入及

广告、教辅、期刊和纸张销售量

减少。读者传媒表示，下半年，将

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内部资源

整合，提升管理水平，加大营销

力度，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

打响品牌 走向海外

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结硕果

□本报记者 吴锦才 实习记者 张兴旺 田斯予

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国出版、凤凰传媒、中文传媒等出版业上市公司一方面运用新技术

进行数字化转型，拓展多元化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加强版权输出，加快步伐“走出去” 。

数字化转型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三联韬奋24小

时书店，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前来看

书的人流不断， 但仅有少数人选择购

买。 对于出版行业的痛点，中国出版董

事会秘书刘禹对记者表示，“数字化对

传统纸媒影响很大。 传统出版社面临数

字化转型问题。 ”

一位出版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目前出版业发展已经进入高

级竞争阶段，更多体现在出版资源、品

牌、市场占有率层面。 对于老牌出版集

团而言，应当更加重视品牌建设。 面临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冲击， 出版企业需

用数字化激活传统优势， 重点打造数

字出版品牌， 让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

掌握主动权。

实际上， 数字化符合当前的阅读

需求。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

的 《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

告》，2017年国内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

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

阅读器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3.0%，较

2016年的68.2%上升4.8个百分点。 成

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保持

增长势头。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杨海

平教授认为，数字化是目前出版业发展

的整体趋势。 传统出版业应顺势而为，

积极拥抱互联网，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利用已有资源，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

版的融合发展。

“数字化时代面临怎么传播、 如何

开发新形态产品。 ” 中国出版董事会秘

书刘禹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传统出

版社面临数字化转型问题。

数字出版已成发展趋势。 今年7

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7年

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全国

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

版） 实现营业收入18119. 2亿元，较

2016年同口径增长4 . 5%。 据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调查汇总数据，2017年数

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7071. 9亿元，同

比增长23. 6%。

对于行业目前发展情况， 凤凰传

媒表示， 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的背景

下，新闻出版产业整体继续保持持续、

较快的发展态势。但是，传统图书出版

发行业务的增速明显低于数字出版，

面临增长乏力的挑战， 转型压力继续

加大。

据了解，目前中国出版、凤凰传媒

两家出版上市公司依靠品牌出版社发

展壮大出版发行主营业务，数字化转型

效果显现。 以中国出版为例，2018年半

年报显示，中国出版各单位数字版权签

约率接近70%，并以实用和商业视角对

数字资源总库进行数据化整理、分享和

使用。

从凤凰传媒来看，公司坚定实施转

型升级，数字出版贡献持续提升。 2017

年， 凤凰传媒数字出版收入为9.06亿

元。 其中，数字出版单位收入7.77亿元，

传统出版单位收入1.29亿元。

加快走出去

出版企业一方面拓展多元化发展

道路，另一方面加快走出去步伐。 信达

证券研报指出， 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

市场宽度的探索， 尤其是对于拥有虚

拟资产和产业的数字出版领域而言，

国际化拓展是提升收入和利润的必须

之路。

对于拓展国际化业务， 据中文在

线集团董事长童之磊在第八届中国

数字出版博览会上介绍，2016年，中

文在线提出IP一体化开发、 泛娱乐产

业融合，从教育、文化两个领域迈出

国际化步伐。 2018年，中文在线与哈

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

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共同签署

了 “引得”（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

记资料库）项目合作协议。“引得” 数

字人文资源平台共收录从先秦到晚

清约41万人的传记、 著作资料 （约4

亿字）。

不过，在杨海平看来，国外知名出

版集团，例如励德·爱思唯尔、培生教育

集团、麦格劳———希尔集团等经过多年

的发展和积累， 国际化水平都很高，在

版权贸易、出版物营销、合作出版、全球

出版资源利用、资本运营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 但是，受文化差异、语言差

异、价值观念差异、销售渠道、内容呈

现、 国际化人才匮乏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中国出版业走向国际化还有很多工

作需要推进。

具体来看，杨海平认为，一是继续

推进合作出版， 设立海外出版机构，从

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变；二是打造一

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国内出版人才和

国外引进的出版人才有机结合的出版

队伍； 三是提升优质出版物原创比例，

积极主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

分享给全世界。

从中国出版来看， 公司制定了打

造国际著名出版集团的战略目标。 半

年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出版加

强“走出去” 内容建设，成立“走出

去” 选题策划委员会，策划实施中国名

作名家海外推广计划，重点推介《故宫

里的大怪兽》、《朗读者》等项目。三联

韬奋书店荣获伦敦书展 “中国书店精

神奖” 。

凤凰传媒也在扩大版权输出，“走

出去”工作效果显现。 2018年半年报显

示， 凤凰传媒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

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讲好“中国

故事” ， 全面提升外向出版水平和国际

影响力， 超额完成半年版权输出任务，

全年输出指标已经完成71%。

杨海平认为，中国出版业应继续加

大版权输出，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 ，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新时代

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让“出版走出去”

转化为“出版走进去” 。

多元化发展

从目前情况，出版企业积极开展多

元化发展。 从凤凰传媒来看，半年报披

露，公司教育产品优势突出，凤凰版课

标教材总数达23种，品种数量和市场占

有率居全国第2位。 在做强出版业务的

同时，凤凰传媒也在拓展其他业务。

某大型券商文化传媒行业分析师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图书出版行业

发展平稳，增长稳健，很多出版公司谋

求多元化，是在寻求业务突破，增加盈

利弹性。

凤凰传媒半年报显示，在巩固传统

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公司持续加大转型

升级力度，积极完善产业布局，积极拓

展智慧教育、影视、职业教育、云计算、

大数据、游戏、娱乐等产业。

具体来看，凤凰传媒的影视板块步

入良性发展轨道。 2017年，凤凰传奇参

投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

播出； 去年凤凰传媒将参投的PPTV股

权转让给苏宁集团， 实现投资收益约

9800万元。 2018年上半年，凤凰传奇参

投的电影《无问西东》和《南极之恋》

上映。

杨海平认为， 未来出版业不仅要

以传播先进文化、 引领产业发展为使

命，聚焦出版发行主业，深入梳理业务

战略，进行相关资源整合，大力推进技

术创新，打造一体化服务平台，培育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型市场主体，还

要运用资本经营的手段优化资源配

置， 采取多种手段推动主营业务的转

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逐步完善企业产

业布局。

从中文传媒多元化业务发展情况

看， 公司新兴出版领域的现代物流、物

联网技术应用、新媒体、在线教育、互联

网游戏、 数字出版等产业规模初步形

成， 逐步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极；此

外，公司影视剧生产、艺术品经营、文化

综合体和投融资等新业态业务与出版

业务形成了有效协同。

其中，中文传媒旗下智明星通成为

海外运营能力很强的中国游戏公司之

一，90%以上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2017

年，公司以智明星通为代表的新媒体新

业态板块实现收入40.52亿元； 毛利率

为63.19% ， 同比增长3.94个百分点。

2018年上半年，公司新媒体新业态板块

实现收入17.17亿元， 继续成为公司稳

定的利润增长点。

对于出版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杨海

平认为，多元化经营优势明显，能够分

散出版机构经营风险，有利于提高市场

风险防范能力，有利于挖掘出版机构内

部潜能，实现企业内部出版资源的优化

配置。

杨海平同时提醒，出版企业一定要

注意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提升，正

确处理好核心竞争力和多元化之间的

关系。 在凸显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开展

多元化业务，而不是在核心竞争力尚不

明显的情况下草率开展多元化。

一位出版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出版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仍要以

主营业务为核心，这是出版企业做大做

强的关键。 例如，中国出版是一家以人

文社科出版为主业的出版社，旗下的商

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都是很

出名的出版社，可以在原有品牌的基础

上进行品牌细分，占据细分市场，巩固

传统品牌优势。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