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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有效途径浅析

文 / 张兵一

中国出版业在历经了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之后，以图书
版权输出为代表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图书版权年输出数量从2005年的1434项提高到2016
年的8328项，引进输出比实现逆差转顺差，从2005年的
6.54︰1转变为2016年的1.99︰1［1］。但是，近年来我们却
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即如何提高图书版权输
出的实效性，去除无效输出，扩大图书在输入国的发行数
量，让“走出去”的图书能够真正走进外国读者的心灵，
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力。

本文通过对中国图书“走出去”十几年的具体实践，
以及国际出版业图书跨国出版的主要通行方式进行归纳和
总结，就图书质量和图书输出方式对“走出去”乃至“走
进去”的不同效能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主要从图书内容
的外向型特征、图书版权输出方式的利弊和发展方向三个
方面探讨上述问题。

�一、图书内容的几个重要外向型特征
从图书主题上讲，所谓外向型并不是外国的，相反恰

恰是中国的，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或者着眼中国而适合世
界的。从我国输出图书的实际情况和我国引进外国图书情
况反观输出规律看，以下几类图书具有较为鲜明的外向型
特征。

1̣．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中国的灿烂文化绵延数千年，无疑已经证明了其独特

的适应性和科学性。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华文明始终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相互融合、促进下不断

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
相互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
客观实际；第二，民族的东西既包括历史遗存，也包括当
今的创新。

主旋律图书在“走出去”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人们对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体
系和理论产生了巨大兴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旋律。近
年来，各大出版机构都有不少主旋律图书输出国外，如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10月出版以来，短短两年
时间就输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发行量超过40万册。
再如《中国——新长征》一书英文版海外市场销量已突破
２万册，销售码洋160万美元。这些图书之所以能够有效
地走进外国图书市场，不仅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社会科学
理论价值，还因为它们具有中国特色，正是民族独特性使
其在世界上具有普遍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性的重大组成部分，它的内容非
常丰富，尤其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孔孟之道、
中医、武术等内容深受外国读者的欢迎。以四大名著为例，
自2005年四大名著漫画版以1000万元授权海外代理经销
至今，已成功授权日、韩、英、法、越、泰、意等近20个
不同国家地区的语言版本，国际出版总册数累计达600万
册［2］，这无疑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做了有力的诠释。

2．与时俱进，关注热点
与时俱进的热点图书因为紧扣当今世界重大问题和流

行趋势，深受外国图书市场的欢迎。也就是说，如果一个

【摘  要】 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实施十几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主要体现在图书版权输出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上。

但是，中国图书“走出去”正面临一个阶段性的重要挑战——图书版权输出如何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飞跃、从“走

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如何去除无效供给，提高输出图书在海外图书市场的实际影响力和实效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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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中国故事具有世界热点特征，那么就容易走进外国
读者的心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

《狼图腾》——一个发生在中国内蒙古草原上的故事，因
其涉及当今世界关注热点之一的环保问题而畅销世界，以
30种语言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3］。

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问题成为世界热点问题，有
关中国的图书自然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如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改革
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和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逻辑》《破
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等，因此纷纷走出国门。

3．求同存异的普遍适用性
平等、包容、求同存异，是图书“走出去”必须遵循

的原则。世界各国文化迥异，只有抱着彼此尊重和包容的
态度才能为别人所接受，即使在双方不能达成共识的问题
上，也可以采取同时阐明各自观点、求同存异的方式开展
合作。

在国际出版界，这样的合作普遍存在，而且常常产生
极富创新性和吸引力的图书选题，成为“走进去”的佳
作。如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和《格萨尔王》，这两部作品作为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

“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之一，已成功输出近30个国家和地
区。在这一国际合作出版项目中，坎农格特公司把各国内
容、风格迥异的神话故事放在一起，没有在内容上做任何
统一，这恰恰是“重塑神话”系列图书对全球30多个国家
出版商的独特吸引力。

4．讲好中国故事要好在哪里？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在于一个“好”字。如果说，中

国故事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角度上讲已经具备了外向
型的基本特征，那么，要想真正“走进去”则必须在语言、
翻译、装帧设计等方面符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贴近海
外目标市场，这样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仅以翻译为例。翻译质量的优劣成为中国图书能否输
出的首要条件。从最初的图书推介上讲，没有好的翻译就
无法打动外国出版商，不能打动外国出版商就走不出国
门，“走进去”就无从谈起。即使实现了输出，没有传神
的译文也无法打动外国读者，仍然难以“走进去”。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和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
小说奖得主刘慈欣，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殊荣，高水
平的作品翻译当占头功。《蛙》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谈到他的译文和《蛙》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时，有人甚至认为：“使莫言得奖
的小说其真正的作者是美国人葛浩文，因为葛浩文的出色
翻译……才使作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5］《三
体》的翻译也备受外国读者好评。在美国亚马逊图书网

《三体》一书的介绍中，不少读者在评论中对该书的翻译

给予好评，如“本书的英文读起来不可思议的好，流畅得
如同我想象中的中文原著一样”［6］。由此可见，翻译对图
书“走进去”的重要性。

二、图书版权输出方式各有利弊
图书具有外向型内容就具备了输出的基本条件，但是

要实现“走进去”的目标，还必须借助合适的输出方式，即
根据输出对象的特点、要求和习惯等，采用版权贸易、国际
合作出版、版权代理、设立海外机构等方式进行输出。那么，
这些输出方式对图书“走出去”乃至“走进去”都有哪些
利弊呢？我们对其中最常见的几种方式进行简要分析。

1．版权贸易
图书版权贸易即图书版权的授权使用，其最大优势是

简单易行、适用面广，谈好预付版税、税率等主要条件后，
一纸合同即可完成，除需要代理方每年提供年度销售报告
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后续事宜。但除了极少数畅销图书，大
多数通过这种方式输出的图书实际效果并不好，有的国内
出版机构甚至不关心输出后的实效。因为输出数量已经实
现，预付版税已经到手，且客观地讲，中方对外方既没有
实际的控制力，也无法在出版和营销等环节上提供任何实
际性帮助，只能听之任之。因此，大多数通过版权贸易输
出的图书，只能通过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督促外方认真
执行合同，间接推动输出图书的影响力。服务不外乎是提
供作者介绍、书评、图片以及推荐译者、发行建议等，督
促则主要是及时索要年度销售报告、样书、媒体（读者）
评论、建议等。所以，版权贸易虽然在提高“走出去”的
数量上极为有效，但是在提高“走进去”的实效上却往往
鲜有作为。

2．国际合作出版
国际合作出版的最大优势在于充分调动中外双方的积

极性，中方提供内容，外方提供编辑、印制、出版、发行，
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选题纳入外国出版商的出版计划中，
利用外方的编辑、出版、宣传、发行渠道优势最大限度地
提高图书在输入国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引进图书就成了
当地的本版书，自然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图书市场，取得
更好的效益。

人民出版社与英国查思公司的几个合作出版项目就是
极佳的例子。查思公司制订了一个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计
划，人民出版社主动与之合作出版，把一批介绍中国的重
点图书经查思公司有效地展现在英国读者面前。由于该出
版计划是查思公司制订的，所以它在翻译、编辑、设计和
营销上都下足了功夫。《中国共产党：党建史1921— 2015》
英文版发行时，查思公司的资深编辑充满激情地给国际渠
道商撰写了一封推荐信，这封信对扩大发行、提高该书在
当地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国际合作出版相比图书版权贸易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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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中外合作过程中的相互沟通和配合难度上，尤
其是书稿能否达到外方要求。由于中外双方的工作方式、
文化背景、语言风格等不同，有时中方认为做得很好的事
却未必能得到外方的认可，这种磨合会一直贯穿整个合作
全程。除此之外，自创国际合作出版项目又比加入外国出
版商的项目要困难得多，因为自创国际合作出版不仅要熟
悉出版业务，还要熟悉外国图书市场和出版方式，具备较
高的外语沟通能力和全球组织、协调能力。

3．版权代理制
通过图书版权代理机构、代理人、代表等中介把中国

图书输出国外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种方式，这些中介除
从事全球图书版权代理业务的版代公司外，还包括在海外
拥有出版资源的中国出版商、地区性版权代理公司，以及
从事版权代理业务的个人。

版权代理就好像一个个伸出去的敏感触角，弥补了出
版方在人力、信息、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不足，帮助出版
方把图书推广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具有独特文化、经
济欠发达或图书市场相对较小的地区。近几年，版权代理
最成功的要数阿拉伯国家出版商协会中国总代理、埃及汉
学家艾哈迈德 · 赛伊德（白鑫），仅2015年他就代理中国
出版企业向阿拉伯地区输出图书版权300多项，被中国政
府授予“中华图书对外推广工程专家顾问”称号。还有一
些出版机构，如广西出版传媒集团等，则在某些东盟成员
国中推行代理制，搭建起图书版权输出的稳定渠道。

代理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大
了“走出去”的成本，二是仍然没有摆脱版权贸易固有的
弊端。相比之下，各出版机构在海外雇佣代理人或代表则
更具优势，但这样的代理方式往往只能顾及一个国家或一
小片地区，且代理方的能力大小不一，未必能提高输出图
书的影响力。

4．设立海外机构
所谓海外机构包括海外出版公司和中方派驻机构两大

类，前者包括中国出版机构以独资、合资、收购、兼并等
方式在海外建立的出版公司，后者包括中方办事处、联络
处等对外派驻机构。由于后者数量不多且仅仅具有信息传
递和联络功能，对“走进去”难以产生实际作用，本文仅
探讨海外出版公司的问题。

设立海外出版公司是中国出版界近年的一大趋势，这
样做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国际化的需要，二是图书
输出的需要。海外出版公司比代理制更有优势，能把出版
业务直接延伸到海外图书市场，无论选题、翻译、编辑、
制作和发行都完全贴近当地市场和文化特点，最大限度提
高中国图书在当地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走进去”。这
样的例子很多，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英国、美国、
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设立分支机构；四
川新华文轩集团在美国、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土耳

其、泰国、印度、俄罗斯等国设点；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并购了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在埃及合资成
立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
海外办社、办报、办刊、办店、办厂的中国出版企业达到
300多家，其出版物的亲和力、销售力和影响力都大大超
出其他形式输出的图书，有效地实现了“走进去”。

当然，设立海外机构同样也有短处：一是人才难得，
二是投资不菲，三是经营难度大、盈利不容易，四是无法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逐一建立自己的出版公司。

�三、综合输出是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现代高科技使传

统行业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数字、网络技术等新技
术手段的革命性突破使得单一的图书版权输出形式越来越
独木难支。从近年的发展趋势来看，综合输出成为发展方
向，即在出版产品、相关行业、合作形式和输出渠道等方
面联合并举，实现多方面的综合输出。比如，在产品方面，
将图书与报刊、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联合起来输出；在行
业方面，把出版、印刷、发行、网站、影视、游戏和周边
产品等结合起来输出；在合作方式上，不限于双边图书版
权授权使用，而是灵活运用国际合作出版、版权代理制、
设立海外机构等各种方式；在输出渠道上，利用文化、经
贸、外宣等各种渠道输出。

综合输出不仅跳出了依靠图书一个产品、出版一个行
业、授权使用一种方式和参加书市（图博会）一个渠道输
出的模式，使得原本单一模式下输出数量难以持续扩大和
影响力有限的瓶颈被彻底突破，并且通过各种产品、各个
行业、各种渠道之间的相互借力和支撑，最大限度提高图
书版权的输出数量和传播能力，增强“走进去”的效力。

实施综合输出的例子很多，如四川新华文轩集团确立
了“办媒体、搭平台、做文化”的海外业务发展思路，搭
建了海外图书电子商务、图书文化产品实体体验及海外推
广网络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并利用四川灯会传统在外国举
办“中国彩灯节”，促成意大利蒙扎男子排球队与四川男
排的互访比赛等。又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国外拥
有4家全资子公司、5家合资子公司，在业务上着眼大文
化。集团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购置房产打造江苏文化“走
出去”的海外基地，在埃塞克斯郡承办“符号江苏”首届
文化庙会，加大网络游戏产品输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
多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文化合作和文化并购，等等。

综合输出的概念是中国出版人在“走出去”的实践
中、在“走进去”的努力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初见成效的模
式，也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模式。从事综合输出的大多是
极具经济实力的大型出版集团，中小出版机构一时还难以
做到，因为它们在人才、资源、财力、管理等各方面还不
足以支撑起综合输出这个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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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图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出版“走出去”，才

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图书“走进去”。也就是说，只有把出
版工作从国内移到国外，在目标市场中进行选题策划、编
辑、设计、出版、发行，才能充分利用当地的出版、宣传、
发行和渠道优势，最大限度提高输出图书的实际影响力和
传播力，使中国故事走进外国读者的心里。因此，我们对
中国图书如何“走出去”并“走进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内容上要把握三个要素——中华民族特色、
与时俱进和求同存异，在语言、翻译、装帧、设计上应尽
可能地贴近海外目标市场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

第二，在输出方式上力求多种方式并举，以图书授权
使用为“走出去”的基础保障，以国际合作出版、海外机
构代理为“走进去”的主要抓手，尽可能把整个出版环节
从国内延伸至海外目标市场，使中国图书由引进的外版书
变为当地的本版书，通过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来提高中国
图书的传播能力。

第三，在发展方向上应综合施策，利用大文化产品、
跨行业融合渠道及现代高科技（互联网、数字出版、大数
据、云服务等）手段，通过代理、收购、兼并等方式在目
标市场扎下根来，以综合优势实现包括图书版权在内的中
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和对外国文化市场的有效输入。

第四，加大对外国图书进入中国市场方式方法的研
究，努力打造中国权威的“亚马逊”。西方优秀图书之所
以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影响力巨大
的“亚马逊”图书网。中国不乏好书，但却没有一个权威
的“亚马逊”供外国出版商和读者了解、选择中国图书。

所以，打造中国自己的“亚马逊”，对中国出版“走出去”
和“走进去”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加强跨国、跨文化人才培养。文化输出事业离
不开具有跨国、跨文化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人才，有了这些
人才，中国图书才能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

总之，中国图书“走出去”是一篇大文章，这篇大文
章最终能否出彩却取决于其能否真正“走进去”。无数中
国出版人在过去十几年里为“走出去”殚精竭虑，做出了
巨大的努力，今天的出版人又在以更大的决心和加倍的努
力，去实现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文化传播力的新目
标。我们希望，本文能够为出版同行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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