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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版业

“走出去”问题研究

李锋，朱婷
（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中，出版业走出去成为我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有力抓手。本文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整体，划分六大区域，以重点国家的出版贸易为着力点，分析了近五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版物贸易的现状与问题，并剖析了出版“走出去”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合作与国际展会平台扩大版权贸易

和释放出版贸易潜力。最后，从顶层设计、数字出版和人才培养角度提出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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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时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出版业开

始逐步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的力度，

以出版业为抓手，讲好中国故事。２０１５年起 “一
带一路”倡议加大推进力度。“一带一路”目的有

五通，其中民心相通是根基。出版是文化领域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文明交

流具有重要作用①。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出版沟通交流深入开展，促进了彼此

出版业的发展，为建设“一带一路”贡献了力量。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建设、经贸、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

８３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２００多个机构签署了
版权输出协议，涉及语种５０多个。这也践行了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

路’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精神。

一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出
版贸易呈现差异化特征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合作

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

紧密相连的。随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的增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

的成效愈加明显，为我国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国

声音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选取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之
前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 ７２
个国家（见表１）为研究对象。分别是亚太１４国、
中亚５国、西亚１８国、中东欧２０国、南亚８国、拉
美和非洲７国。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７２国的出版物
贸易基本上呈现顺差

２０１４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出版贸易硕果累累。图书、童书、其他出版物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呈现贸易顺差的趋势，只有报纸和
期刊呈现出了贸易逆差，贸易逆差额基本在逐年

减小（见表 ２）。尤其是在 ２０１３年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后，２０１４年我国在“一带一路”７２国的图
书出口额远远大于进口额，达到 ０．１５８亿美元。
随着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签订并组织

实施经典互译项目顺利进展以及出版机构的合作

出版，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图书出版物的进口

额。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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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贸易顺差在逐步减小，贸易发展良好。以我

国出版物出口的重要品种童书为例，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童书的出口额有所回落，２０１６年我国知名作
家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后，世界各出版社

又一次聚焦中国少儿图书，我国在世界童书出版

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推动了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童书出口额的增长。

表１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之前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

区域 主要国家

亚太１４国 蒙古，韩国，新西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东帝汶，文莱

中亚５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

西亚１８国
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阿联酋，也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约旦，叙利

亚，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

中东欧２０国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

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黑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南亚８国 阿富汗，孟加拉共和国，不丹，印度，尼泊尔，马尔代夫，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拉美和非洲７国 南非，摩洛哥，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巴拿马，埃及，乌拉圭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２０１８》和新闻整理所得。

　　表２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７２国家图书、报纸、
期刊出版物贸易数据

单位：十万美元

贸易类别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图书出口额

（不含童书）
１２３．０５ ９１．５６ ７０．５２ ７５．０１ ８０．６８

图书进口额 ３５．４５ ３３．９３ ４６．１５ ４３．６３ ５７．９９

贸易顺差 ８７．６０ ５７．６３ ２４．３７ ３１．３８ ２２．６９

报纸期刊出口额 １．１８ ０．９８ １．６４ １．６８ ０．８７

报纸期刊进口额 ３．１５ ３．４８ ２．０１ １．８８ １．３９

贸易逆差 １．９７ ２．５０ ０．３７ ０．２０ ０．５２

童书出口额 ７０．８８ ５１．７６ ４８．０８ ５４．８３ ６６．９３

童书进口额 ０．６５ ０．４２ ０．９４ ０．３６ ０．５５

贸易顺差 ７０．２３ ５１．５６ ４７．１４ ５４．４７ ６６．３８

其他出版物出口额 ６５．１２ ７８．４５ ８２．１５ ９４．７６ ８５．４２

其他出版物进口额 ４．８６ １１．９０ ７．６８ ８．９４ ７．７３

贸易顺差 ６１．２６ ６６．５５ ７４．４７ ８５．８２ ７７．６９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二）“一带一路”沿线７２国与中国出版物贸
易占比偏低，贸易状况亟待改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

育状况差异大，各国的出版基础不均衡。从表 ３
来看，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７２
国出版贸易出口额占我国出版贸易总出口额的比

例总体上在 １１％上下浮动，占比偏低，出版贸易

出口额占比最小的年份是 ２０１７年，仅 １０．０２％。
从贸易状况发展来看，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对“一带一
路”国家出版贸易进口总额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综上，不管是从７２国的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在总
进口额和总出口额的占比，还是从贸易顺差的角

度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贸易潜

力有待进一步挖掘①。

表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７２国的出版物贸易数据
单位：亿美元

贸易类别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对７２国出口额 ５．４６ ４．９３ ４．１８ ３．６３ ４．１０

对全球的出口总额 ３８．３８ ３８．９９ ３６．１３ ３６．２９ ３８．８４

７２国占比（％） １４．２３ １２．６４ １１．５７ １０．０２ １０．５６

对７２国进口额 ５．３９ ３．１６ ３．５１ ３．４７ ３．７６

对全球的进口总额 １９．１０ １６．７３ １６．４２ １７．１４ ２０．７６

７２国占比（％） ２８．２２ １８．８９ ２１．３８ ２０．２５ １８．１１

贸易顺差 ０．０７ １．７７ ０．６７ ０．１６ ０．３４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三）从区域、国别来看，中国对亚太国家出

版贸易的出口额占有优势

在“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文化对外开放、走向

世界的重要举措的背景下，我国出版物走向亚太

地区显得尤为重要。从地域和文化上观之，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有的国家甚至一衣带水，鸡犬之

２２１
①边婧，张曙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经济纵横》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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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相闻，亚太地区是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关键地区。从区域来看（见图１），２０１４年我国
对亚太地区的出版物出口额最大，达到２亿美元，
占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出口额的

３６％。仅次于亚太地区的是西亚 １８国。近五年
来，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的中亚５国的出口额
占比最小，呈现比较平稳的趋势。从国别来看，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我国出版贸易出口“一带一路”

前１０位国家中亚太地区的国家有 ４个（见图 ２、
图３），主要是新加坡、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等国家。近几年，随着我国和南非经贸活

动往来日益密切，南非也成为我国出版物出口的

前十位“一带一路”国家之一。这几年来，在南非

已经开设了４５个孔子学院和６２个孔子学堂，教
育图书成为我国出版业在南非的突破口，进一步

扩大了我国对南非出版贸易的出口额。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１　中国出版物出口到六大区域的出口额（单位：千万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２　２０１７年我国出版贸易出口“一带一路”前１０位国家（单位：千万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３　２０１８年我国出版贸易出口“一带一路”前１０位国家（单位：千万美元）

　　（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有利于促进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贸易

“一带一路”辐射范围涵盖亚太、南亚、西亚、

中亚、中东欧、拉美和非洲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

和贸易格局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一带

一路”倡议由愿景落实到切实合作，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尽管我国与

中亚国家出版贸易有待提升，但是在油气勘探开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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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管道、核能开发等能源方面的经贸合作逐步加

强①。从国别角度来看（见图 ４），２０１８年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前十位国家的出口额与出版贸

易的状态比较一致，２０１８年出口额的增速较２０１７
年呈现放缓的趋势，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增速６％
和８．６％，巴基斯坦甚至出现了 ７．１％的负增长。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的不断发

展，基础类的产品会逐渐形成饱和的状态，需要强

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贸易。经济

合作的不断深化，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为出版“走出去”创造了机遇。这也印证

了“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中的“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图４　２０１８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前十位的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二　中国出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建设剖析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渴望

了解中国、听到中国声音，中国出版集团借助国际

展会平台“变客为主”，开创出版“走出去”的贸易

新局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７年来，我国出版
物“走出去”的版权区域分布重心逐步转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出版

物被相关国家引进之后，版权保护受到威胁，一些

国家的盗版行为屡见不鲜，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

制度不明晰，外加“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圈广

泛、宗教历史悠久、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文化折

扣”现象，中国出版业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时间

较短，出版“走出去”仍然任重而道远②。

（一）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合作释放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间版权贸易的潜力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演

讲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间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形成庞大的

出版消费群体和丰富的出版内容。

基于出版合作和文化互鉴，２０１８年 ４月，中
阿出版文化高峰论坛在阿尔及尔海岸松展览馆举

行。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出版社依托

尼山书屋与阿联酋库坦出版社合作设立“中国主

题图书编辑部”，库坦咖啡书店的尼山书架摆放

了４００多种关于中国主题、中国文化的书，为阿联
酋国家的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平台。第

２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示了“中阿友好文
库”的项目成果。首发了中阿合作出版的卡塔尔

作家哈吉里的纪实小说中文版《阳光之路》，讲述

了古代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展现了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出版集团等出版

组织与中东欧国家依托“丝路书香－中国书架”、
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交流中心、海外中国主题

图书馆打造更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出版合作，大

量汉语类教材、学术期刊、主题类图书的版权输出

到中东欧国家。以文化为基石，创作优秀出版物，

推动文化“走出去”和出版“走出去”融合发展，深

化出版合作的新篇章。

（二）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变客为主”开拓出

版“走出去”的新局面

在中国出版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过

程中，国际书展发挥了重要的抓手作用，推进中国

出版物国际传播，展现了真实、全面的中国，提升

了国家软实力。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４２１

①

②

李锋，张小男：《资源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田常清：《“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图书贸易关联度构成及测评指标体系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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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国出版在世界出版版图中的位置发生深刻

变化，逐渐走近世界出版舞台的中央。“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七年来，中国出版机构每年都会以

主宾国的身份参加“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书展

（见表４），专业人员在中国主宾国展区进行中国
文化的推广和介绍，举办出版、文学论坛，作家交

流等活动，助推企业、出版社在图书、版权、项目及

品牌上的宣传，提供与国外读者见面的平台，出版

界能更有效地调研国际受众的客观需求，了解各

国读者对中国图书的兴趣点所在，出版社有针对

性地甄选、策划、出版具亲和力和影响力的图书产

品，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偏好。国际书展中的文化

活动－作家见面会，能更好地了解东道国的优秀
作家和作品，促进中外作家和编辑间交流出版相

关事项，在已设立了国际编辑部的沿线国家策划

合作项目、联合策划、共同创意、深化版权合作新

方式。

表４　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

年份 书展名称 举办国家 中国作为主宾国的参展情况

２０１４年 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 塞尔维亚
展示精品力作５０００余册图书，举办高端论坛研讨会、作家交流、

中国文化展示会等交流活动

２０１５年 明斯克国际图书博览会 白俄罗斯
展示５０００多种图书，设立８个展区，举办中俄作者见面会、文学

翻译研讨会等活动

２０１６年 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 罗马尼亚
展示３０００多册精品图书，设立５个展区，举办新书发布会、读者

见面会、研讨会等活动

２０１６年 新德里国际书展 印度
展出近万种图书，举办７０多场出版文化交流活动，中国与外方出

版商共达成５８８项版权协议及１７２项合作意向

２０１７年 阿布扎比国际书展 阿联酋
展示近３５００种中国优秀图书，举办５０多场文化活动，１５场作家

交流活动

２０１８年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
展示近２５００种优秀图书，举行中阿出版文化高峰论坛、“中国好

书”交流会等文化活动

２０１８年 布达佩斯国际图书节 匈牙利
展出３００多种图书，举办版权洽谈、中国图书版权推介等出版交

流活动

２０１９年 德黑兰国际书展 伊朗
展出１．５万多册图书，举办“一带一路”与民心相通论坛伊朗启动

中国图书角、中伊作家交流会、中国好书推介会等文化交流活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新闻报道整理所得。

　　 中国担任主宾国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国际书展实现了中国出版物“走出去”，“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也积极响应北京国际博览会主办

方的邀约，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与法兰克福

书展和伦敦书展齐名的世界三大版权贸易成交平

台之一①，会展期间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和版权贸

易应接不暇。中东欧１６国作为整体、摩洛哥、罗
马尼亚分别担任第２４届、２５届、２６届 ＢＩＢＦ主宾
国，这 ３次图书展览会分别达成中外版权贸易
５２６２项、５６７８项、５９９６项，输出版权与引进版权
之比分别为１．６∶１，１．７４∶１，１．７８∶１，连续１０年
实现版权顺差输出。２６届ＢＩＢＦ有３０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参展，罗马尼亚举办了新书发布、中

罗文化交流、版权签约等活动。各国出版商参加

了“一带一路”出版商１０＋１０圆桌会议，共商未来
出版的方向，共同策划图书的选题、出版。图博会

充分发挥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作用，推动中外出

版界的交流与合作。

（三）出版物“走出去”版权区域分布重心逐

步偏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也面临版权保

护薄弱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７年来，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交流方式多种多样，其中

出版物出口是很重要的出版合作方式，“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版权贸易是

最重要、最普遍的出版合作形式。而版权贸易主

要是指图书的版权贸易（见表５），图书的版权贸

５２１
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ｂｆ．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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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几乎都占到 ８０％甚至 ８５％。从国家统计局数
据来看，虽然图书版权向欧美输出的比例较大，显

示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仍

然集中在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周边国家。但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版权输出区域重心

已经慢慢趋于合理化。以中国出版集团为例，从

２０１４年至今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沙特、埃及、印度等国

家加强了出版合作关系建设，从 ２０１４年累计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图书版权１８０５种，着
实显示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优秀成果。

表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情况

年份
版权输出

总数（项）

输出图书

版权（项）

图书版权

占比（％）

２０１４ １０２９３ ８０８８ ７９

２０１５ １０４７１ ７９９８ ７６

２０１６ １１１３３ ８３２８ ７５

２０１７ １３８１６ １０６７０ ７７

２０１８ １２７７８ １０８７３ ８５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尽管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图书版权输出

区域逐步合理化，但是由于“一带一路”国家众

多，其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我

国出版物被引进之后，各国在图书版权保护的法

律制度上的差异也成为我国出版物“走出去”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马来西亚的网上盗版依

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中亚国家尽管制定了《版权

法》，但是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并没有建立起版

权保护的法律传统，国内的消费者版权保护意识

也不强，增大了中国出版物“走出去”的经济和政

治风险。

（四）文化折扣影响出版物从“走出去”到“走

进去”的传播效果

“文化折扣”在出版“走出去”过程中难以规

避，其概念是由霍斯金斯和米卢斯在１９８８年首次
提出的①。中国出版物“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

文化差异和认知范围的差异，拉大了各国之间的

文化距离，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自己熟悉的文化

产品，而对异国文化产品的理解能力、认可度等方

面大打折扣，从而减少国外受众对外来文化产品

的消费。出版“走出去”归根结底是文化“走出

去”，各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不尽相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８０％的民众有宗教信仰，其中穆斯
林、基督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民间宗教信仰人口

数之比大致为 １６∶１４∶１０∶５∶５②。像沙特阿拉
伯这样以宗教为纲的国家，其出版物不可违背伊

斯兰教的教义，出版物之间意识形态的碰撞，增加

了中国出版物“走出去”的潜在文化风险，影响出

版物的传播力度。因此，出版物“走出去”需要以

国外受众熟悉的文化样式来引起情感共鸣，对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体系和认知体系，达

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

三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出版“走出
去”的建设思路

“一带一路”区域沿线国家间的经济、政治、

文化出版水平参差不齐，增加了中国出版“走出

去”的难度，需要国家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加强

顶层设计，统筹整体制度安排，加大政策的倾斜力

度和建立版权平台的保护机制③，促进出版企业

“走出去”资金的融通。另外，需要加大对品牌图

书的数字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开发多种数字

产品的“走出去”形式。对中国出版物走出去的

广度和深度来说，加大翻译人才的培养，注重国际

表达和中国表达的区别，深入了解本土化的表达

方式，从而促进出版“走出去”的深入发展。

（一）顶层设计先行，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保

障出版“走出去”有充足的资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家加大了对

出版“走出去”项目的支持力度，尤其是 ２０１４年
推出的“丝路书香工程”，扶持丝路国家图书翻译

“走出去”项目，出版企业开始在南亚、拉美国家

投资、布局，弥补之前在这些区域版权贸易空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出版

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西亚部分国家政局动荡，出

版物相对其他产品意识形态比较鲜明，加大了中

国出版对这些国家“走出去”的难度。

首先，国家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可以就不同

６２１

①

②

③

ＣｏｌｉｎＨｏｓｋｉｎ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Ｍｅｄ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８（１０）：４９９
－５１５．

李锋，陈竹：《“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战略构建》，《求索》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王松茂：《我国出版业海外投资中的问题研究》，《出版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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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主攻方向，发挥

比较优势，明确出版物输出的重点国家、重点区

域，使顶层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组织、协

调、联合全国出版行业的出版人才、翻译人才和有

关学者就出版“走出去”做出宏观顶层设计，经过

科学程序形成顶层设计安排。对于周边国家，中

国出版对其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需加强

与周边国家的契合度，因为同属儒家文化圈，华侨

华人人数众多，语言和文化相近，应加大文化交流

与互鉴，以文化交流带动出版“走出去”；对于发

达国家，可以增加出版物出口种类，提高出版物的

接受度和认可度。与国外大型出版社对接，深入研

究出版物的销售主流渠道；对于发展中国家，以中

国与其基础建设为依托，加大政府引导，用经济的

合作发展带动出版“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出版业发展落后，资金

短缺，中国出版业可以从原来的市场寻找型转向资

源输出型，实现出版企业的跨国一体化发展。

其次，面对国外版权贸易保护的问题，出版企

业自身需加大对国外版权法律的研究，培养国外法

律研究的团队，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出版行业协会

应该根据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加工，对

出版物输入国的市场、版权法律、政策准入形成专

项调研报告并且通过相关分享机制传递到协会成

员，减少出版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中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版权保护和版权交易应当

形成一个专业的服务中心、完善的规则体系、权威

的信息平台①。再次，各省市的出版管理部门应加

大对“走出去”的重视程度，在国内发展已经达到

一定规模后，列明“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充分认识到走出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制定战

略性的整体规划，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出

版企业“走出去”才能找到方向和突破口。

最后，面对“走出去”面临的不确定的政治、

经济风险，出版企业需要紧跟政策导向，评估东道

国的制度风险，充分了解制度环境，加大与中国建

交已久、政治较稳定、监管治理严格的国家进行出

版投资②。政府需要加大对出版“走出去”的企业

提供充足的资金贷款，加快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

网点，加快资金运转的流通性，帮助出版企业解决

融资难的问题，制定专门支持出版产业发展的税

收激励机制，简化出口退税的程序，加快资金的流

转周期③④。

（二）大力发展数字出版，融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依托资源优势、国家政策

的方向倾斜，具备了较为先进的数字技术和管理

水平，具有扎实的发展基础和突出的产业优势，奠

定了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坚实基础。如今

是互联网时代，大众利用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阅

读书籍、资料成为常态，为新闻出版“走出去”提

供了新的机遇。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对大数据进行

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用户进行研究，提供

个性化的数字读物。这为中国数字出版“走出

去”提供了广阔的契机。

首先，从数字出版内容来看，可以加大品牌图

书的数字化“走出去”力度。数字出版耗时少、消

耗低、信息传递更加迅速，数字出版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出版物的特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地

制宜，开发多种数字产品的“走出去”形式，例如，

有声书、电子书、移动视频，另外可以加上大众喜

闻乐见的 ３Ｄ动画形式呈现在各大数字出版物
上。其次，加大数字发展平台和服务的建设，数字

发展平台应该以科技为支撑，整合各种数字资源。

以数据库、在线服务形式推出到海外的产品数量

增多，打造基于大数据、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环境

的数字出版与传播技术的在线阅读的解决方案，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客户提供

数字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在线阅读云服务⑤。再

者，加快数字出版的渠道建设，现在已经不是以前

所说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互联网时代

产品需要相关渠道的宣传推介才能传播得更远更

广。渠道建设影响出版“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

可以与海外大型数字出版机构或者代理机构建立

合作平台，与当地的高校图书馆、政府机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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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艳：《图书版权输出优化策略探究》，《编辑之友》２０２０第３期。
潘海英，贾婷婷，张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张冰，曲政阳：《关于新闻出版业税收政策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李丽萍，杨京钟：《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税收激励政策对中国的启示》，《山东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戚德祥：《媒体融合背景下出版企业“走出去”创新策略》，《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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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大力发挥电子商务的

平台作用，拓宽海外数字出版物的发行渠道。

（三）人才是制约出版“走出去”的关键，需要

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

党的十九大将“人才战略”作为新时期必须

坚持的七大战略之一，党和国家站在历史发展的

制高点大力倡导人才战略，提出“人才是实现民

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①。出版

物要有效“走出去”，从题材的甄选到对原著的翻

译都离不开人才，出版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落地与传播也离不开人才，专业人才队伍是出版

物对外传播的关键因素，主要涉及出版者、编辑、

翻译者等相关人才。首先，出版者需要创新出版

理念，积极参加各种会展和出版界的出版交流活

动，通过搜集各个会展和线上数字图书销售平台

输出到“一带一路”国家相关出版物的出版数据，

建立起市场出版信息的收集和反馈机制，我们的

出版数据管理与统计人员可以把搜集到的出版数

据以及读者对出版物的评价反馈给出版社，出版

社择优出版国外读者喜欢阅读的中国出版物。这

样可以降低海外出版成本，提高出版的边际收益。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培养期刊编辑利用国内

外数字化期刊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学科

研究趋势和研究动向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运用现

代化的编辑出版软件。编辑部门还需要加大编辑

信息化技术的培训力度，开展国内外数字化的出

版交流活动，为海外学术期刊的读者提供真正有

价值、有新意、有质量的学术论文②。再者，语言

障碍是制约出版物“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

是造成“文化折扣”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翻译

是不同语言和文化沟通的桥梁，所以说翻译人才

是影响优秀的作品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因素。

因此，加大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只是翻译作

品，更要翻译专业、地道，符合海外读者的审美预

期、阅读偏好，拉近译者与读者之间的文化距离的

作品，把海外读者对出版物的接受程度作为出版

成功“走出去”的衡量标准之一③④，重视海外市

场的需求分析，所以需要加大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加强我国翻译人才与外国翻译人员的交流活动，

在翻译语种方面不仅注重国际通用语种人才的培

养，也要深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非通用但是人

群使用广泛的语言进行培训，与当地译者和读者

加强互动，理解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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