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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产业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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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产业的技术政

策可以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划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1978—1991年出版计划经济向出版市场经济

过渡时期的出版产业政策体系；二是1992—2002
年逐步建立出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产业政策

体系；三是2003年至今逐步完善出版市场经济体

制下的出版产业政策体系。这些政策体系的形成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策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

但是对出版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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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工商学院青年项目（2013QN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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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月 1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发布了《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报告

显示，2014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

业收入 19 967.1亿元，同比增长 9.4%；利润总额

1 563.7亿元，同比增长 8.6%。与此同时，数字出

版、网络渠道的兴起和各种自媒体的出现使得出

版产业的整体环境也日趋复杂，给整个产业的发

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政府在实施管理

的过程中，通过政策手段对行业起到引导和调控

作用，构建合理、高效的出版政策体系能够为产业

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

出版产业技术政策是指对出版产业技术发展

实施指导、选择、促进与控制的政策总和。具体的

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出版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进行

援助的政策，如我国在实行绿色印刷方面，原新闻

出版总署于2011年10月8日颁布《关于实施绿色印

刷的公告》，其中在第七条“实施绿色印刷的配套保

证”中明确提出了对于发展绿色印刷技术的支持，

具体内容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环境保护部门以及其

他政府部门将联合出台政策对绿色印刷技术进行

支持，鼓励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绿色印刷模式，对

于表现突出的部门和企业进行奖励［1］；二是新技术

引进政策，即政府鼓励出版企业在生产和销售上引

入国外先进技术，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作为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出版产

业技术政策的制定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产业技术政策可以根据经济体

制改革的方向划分为三个部分：1978—1991年由

出版计划经济向出版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出版产

业政策体系，其政策价值取向主要是对国有出版单

位下放管理权和发展非国有出版单位；二是1992—
2002年逐步建立出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产业

政策体系，其政策价值取向是为建立出版市场经济

体制提供制度保障；三是2003年至今逐步完善出

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产业政策体系，其政策价

值取向是对出版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1  过渡经济时期（1978—1991年）出版
产业技术政策

此阶段的出版技术政策目的是促进出版印刷

技术发展，解决图书供不应求的局面。

1.1  宏观方面

宏观方面，政府在整体的出版产业发展规划

中强调提高印刷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比较重

要的政策有 1978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出版局关

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2］，以及 1983年 6
月 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

定》，这些文件均提出要积极发展印刷事业，改变

了当前书刊印刷管理不善、印刷设备陈旧、技术极

端落后、印刷生产能力不足的状况，同时促成了印

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的成立，提出“照相排字，电

子分色，高速胶印，装订联动”印刷技术改进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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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针成为此后印刷技术的发展方向。

1.2  微观方面

出版技术政策在微观方面则是政府通过鉴定

会、座谈会或者资金投入的方式来支持某一项印

刷技术的研发和在业内的推广，1978—1991年，

几乎所有重大的印刷技术革新都与出版技术政策

密切相关。比如胶印技术、彩印技术、电子扫描分

色过网技术、网版印刷技术等，其中最具划时代意

义的是由国家资助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开发的计算

机激光照排系统，该系统采用了电脑排版，取代了

传统的铅活字排版，从而使我国的印刷技术由“热

排”时代向“冷排”时代转变，也使得我国由“铅与

火”的时代迈进 “光与电”的时代。

这些出版产业技术政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

面极大促进了我国的印刷技术发展。技术层面上

完成了从传统印刷技术向现代印刷技术的推进，

通过技术的推广和资金支持，带动了此阶段我国

出版产业的恢复与发展。以印刷行业利润为例，

1979—1991年，印刷行业每年都有 1亿多元的利

润收入，其中 1985年达到了 2亿多元。［2］

2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时期（1992—
2002年）出版产业技术政策

1992—2002年出版产业技术政策主要内容是

支持、推广新技术和制定、推广行业标准。

2.1  支持、推广新技术

支持和推广新技术主要从整体规划和具体技

术的研发推广两个层面推动技术进步。

2.1.1  对出版产业整体科技发展进行规划

比较重要的政策有 1995年 1月 17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

版工作的报告》和 1997年 4月 18日原新闻出版署

颁布的《新闻出版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
长期规划纲要》。两个政策均提出采用现代技术

推进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建立保障机

制从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入手，提高科技水平。

2.1.2  对具体技术研发与推广

1992年 6月 6日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研

发的“新型PS版及其配套产品”中间试验通过国

家验收，1994年 11月 7日原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

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与苹果公司合作设立“苹果

彩印技术中心”；同时在印刷领域新技术发展的一

个特征是数字技术的引入，政府也资助研制了数

字印刷技术，比如 1992年 6月 1日中国印刷科学技

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科印’乐谱电子排版系统”

通过技术验收，以及 1993年 “汉字库技术电子出

版系统”、1994年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研制的方正彩

色电子出版系统、1996年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

所“大型数字化中文字库制作系统”同样也通过了

政府的鉴定与验收。这些印刷领域新技术的实验

和技术引入，改善了出版物的印刷质量，也提高了

出版的生产效率。

2.2  制定、推广行业标准

一是标准的制定。具体的标准制定涉及出版的

各个环节：编辑方面，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

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

了《标点符号用法》等；发行方面，1993年4月1日原

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图书征订代码》等；印刷方面，

1994年2月26日原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批准

〈电子雕刻凹版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等三项印刷行

业标准的通知》。二是行业标准的具体管理、实施。

如1993年8月9日原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在出

版物上全面推广使用条码的通知》、1999年3月8日
原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各出版社实施图

书在版编目（CIP）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这一阶段，通过整体规划与具体技术的研发与

推广、加之各种具体标准的制定，出版行业的技术

运用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标准的制定和统一，为

不同类型出版物的快速发展减少了内耗。根据《中

国出版年鉴》和全国新闻出版统计网的相关数据显

示，1992年到2002年，我国图书生产能力从280.38
亿印张增长至456.45亿印张，书刊印刷总产值从

75.56亿元增长至99.79亿元，涨幅明显。

3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2003年
至今）出版产业技术政策

进入21世纪后，数字技术在各行业广泛应用

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国的出版产业

也运用数字技术来提高产业的发展效率。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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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我国也通过出台各项政策来鼓励数字技术在

行业内的应用，这也是2003年至今我国出版产业

政策阶段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此阶段的出版产

业技术政策也体现在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是国家颁

布的各项出版产业政策中有关新技术的规划与支

持；微观层面则关注出版产业标准化体系的构建。

3.1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2003年 9月 4日文化部颁布《关于

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

极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提高我

国文化产业的产品生产与服务的科技含量，引导

国内企业积极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自主

知识产权和民族特色的高科技文化产品。［4］2006
年 9月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加快文

化产业的科技创新，加强我国数字技术、网络技

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推动高科技在我国文化领

域中的应用；同时我国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必须

向世界文化科技发展的前沿看齐，加强数字技术

和数字内容等核心技术的研究，提高文化产业的

装备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水平。［5］2006年 12月 30
日，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关于印发〈新闻出版

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内容中要求加大

对新闻出版产业科技研发的投入，主动利用高新

技术开发新的媒体形式，以促进我国新闻出版产

业的升级；同时要组织各方科研机构对新闻出版

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从而能让我国的

新闻出版产业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6］

2009年 9月 10日，文化部颁布《关于加快文化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运用高新科技促进文化

产业升级：一是在产业内积极应用高新技术；二是

对大量运用高新技术的文化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的

政策；三是加快演艺、动漫游戏等领域先进适用技

术的推广应用。［7］2009年 9月 26日，国务院颁布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用数字技术、网络技

术等高新技术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升级，支持

文化产业的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网络技术等核心

技术的研发，积极开发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

机报、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8］2010
年 1月 4日，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关于进一步推

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新闻

出版产业高新技术，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建立以政策为先导、投入为保障、企业为主体、创

新平台为支撑、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新闻出版科技创新体系；二是重点支持一批重点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三是升级我国新闻出版领域

的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支持我国新闻出版企业

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和

基础设施进行改造。［9］2011年4月20日，原新闻

出版总署颁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

划》，对最新数字技术在我国出版产业中的开发与

运用，提出了相应的规划：“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研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战略性、

引导性和带动性的前沿技术，掌握一批具有支撑作

用、保障作用的基础技术，重点支持内容采集与处

理技术、声音与图形图像技术、云出版技术、语义

分析技术、数字显示技术、数字印刷技术、下一代

彩色阅读设备的研发，加强知识组织管理与协同编

辑管理技术、新型印刷、油墨、材料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研发与改造” ［10］。

在实施重大出版技术项目方面，2009年 9月
10日，文化部颁布《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其中涉及出版技术重大项目的内容有：

一是“中华字库”工程，建立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

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研发汉字的编码

体系、输入、输出、存储、传输以及兼容等关键技

术；二是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以各

种信息资源为基础，采用现代人工神经网络、数

据库和计算机信息检索等高新技术，建立新一代

综合各类知识信息的数据库，提高我国信息资源

深度综合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2006年 12月
30日，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关于印发〈新闻出版

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了实施“中

华字库”、“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和“数字版权

保护技术”等国家重点工程。2011年 4月 20日，

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

发展规划》，提出“新闻出版科技创新工程”，具体

包括“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

工程（一期）、国家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数字版权

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电子书包研发工程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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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项目。2015年 3月 31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

《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并

将该意见列入中央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重点督

办的任务。

3.2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此阶段的主要产业技术政策主要

着眼于构建出版产业的标准化体系和实施重大出

版技术项目。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往往是和标

准化相联系的，产业化的标准化程度高可以提升

产业的发展效率，实现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此阶段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分为两个部分：一

是对于标准化工作的整体规划；二是及时颁布行

业标准，完善出版产业标准化体系。2006年 12月
30日，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关于印发〈新闻出版

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对新闻出版

标准化体系的发展规划：一是在标准的研究与制

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即到 2010年完成新闻

出版标准化体系表的编制工作，同时完成新闻出

版元数据标准、出版物发行标准体系、新闻出版

信息化标准体系等标准的制定工作，积极加强对

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等前沿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

作；二是加大了标准的贯彻执行力度；三是加强出

版物元数据和信息交换格式的标准制定工作，积极

建设行业基础数据库和国家新闻出版数据交换平

台，从而推动新闻出版行业的资源共享和利用。［6］

2007年 7月 13日，文化部颁布《关于印发〈文化标

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的通知》，提

出“2010年以前，初步建立起文化领域标准体系，

开展文化标准化理论研究，完成部分安全标准、基

础标准和行业急需标准的制（修）订。2020年以

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取得一批文化标

准化理论研究重大成果，完成主要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使文化标准化建设走向规范有序健康发

展的道路” ［11］。2011年 4月 20日，原新闻出版总

署颁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

出了我国在“十二五”时期的新闻出版业的标准

化目标：“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建设步伐，推

进数字出版相关标准制定与推广工作，编制完成

行业基础性标准，研究编制新业态核心标准” ［10］。

2012年 6月，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

立，负责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

物、网络出版物领域的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2013
年 12月，全国版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提出版权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技术措施的

建议，及负责版权相关标准的研究，组织制定版权

标准体系表，提出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规划、年度计划及采用国际标准的建议等。

这个阶段，鼓励数字技术在行业内的发展成

为主要的政策价值取向，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面政策的推动，数字技术在我国出版行业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不同层级的政策中都有所提及。出

版行业内不同类型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陆续建立

并出台多项行业和国家标准。除此之外，国家重

大技术项目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国出版业的技术水

平、促进我国出版业积极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4  结语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产业的技术政策，

能够清晰地看出：技术类别上，从传统出版向数字

出版过渡，多项利好政策的颁布为数字出版的发展

提供了资金和服务上的支持；资金扶持力度加大，

对出版业的技术支持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从政策绩效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技术政

策很好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整体产业的

发展，具体来看：1978—1991年的出版产业技术政

策，为出版产业的迅速恢复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了

政策价值； 1992—2002年出版产业技术政策，为

产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2003年至今的

出版产业技术政策，使得数字技术逐步成为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推动了产业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推动了产业的发展，数字

出版的产业绩效更是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在未

来的出版产业发展中，技术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它改变了产业的形态，重塑了产业链条，也

成为助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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