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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觀摩「2011年第七屆海峽兩岸（廈門）圖書交易會」及「第四

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産業博覽交易會」 

 

                                               頁數 20   含附件：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謝欣欣/28812021ext2900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王世豪/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約僱人員/28821230ext8906 

出國類別：其他（觀摩） 

出國期間：100年 10月 27日~100年 11月 1日 

出國地區：大陸福建省廈門市 

報告日期：101年 1月 10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2011年第七屆海峽兩岸（廈門）圖書交易會 

 

 

 

摘要： 

    「2011年第七屆海峽兩岸（廈門）圖書交易會」於 100年 10月 27日至 11

月 1日在大陸福建省廈門市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兩岸共計有 650餘家出版機構報

名參展，超過 20萬種約 70萬冊的圖書於交易會展出（大陸圖書計 17萬種 61.2

萬冊，我國圖書 3萬種 10萬餘冊）。而本屆交易會之展場規模為歷屆交易會之最，

並首度設立「兩岸數位出版展區」及「紀念辛亥革命 100週年專題圖書展區」，

並特別舉辦「兩岸出版界對接交流與圖書館樣書採購日」、「海峽兩岸出版發行高

峰論壇」、「第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演講比賽」、及「兩岸知名作家作品簽售及講

座」等 19項配套活動，藉以提升參訪與銷售人潮及推廣兩岸圖書文化之效益。

我國本屆參展規模亦達歷屆之最，我國參展之出版機構共計有 269餘家（約佔

40％），其中亦包括許多我國重要之出版機構。本報告即為故宮觀摩本次交易會

的相關資料，內容包括對交易會的簡要介紹，以及摘要記錄本次奉派出國的目

的、過程、心得及建議事項，以供作未來參與相關展陳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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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奉  派觀摩「2011年第七屆海峽兩岸（廈門）圖書交易會」，以

作為爾後本院參加國際大展與辦理文創產業相關活動之參考。 

 

貳、過程： 

日  期 地    點 工作項目 備  註 

10/27 台北→廈門 出發  

10/28-10/31 2011年第七屆海

峽兩岸（廈門）圖

書交易會 

2011年第七屆海

峽兩岸（廈門）

圖書交易會並收

集資料 

資料參見下

方說明 

11/1 廈門→台北 返途  

 

參、說明 

 

2011第七屆海峽兩岸廈門圖書交易會 

展會介紹：本屆廈門圖書交易會，兩岸共計有 650餘家出版機構

報名參展，超過 20萬種約 70萬冊的圖書於交易會展出（大陸圖書計

17萬種 61.2萬冊，我國圖書 3萬種 10萬餘冊）。而本屆交易會之

展場規模為歷屆交易會之最，其展場總面積計約 4.68萬平方公尺，

並首度設立「兩岸數位出版展區」及「紀念辛亥革命 100週年專題圖

書展區」，並特別舉辦「兩岸出版界對接交流與圖書館樣書採購日」、

「海峽兩岸出版發行高峰論壇」、「第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演講比

賽」、及「兩岸知名作家作品簽售及講座」等 19項配套活動，藉以

提升參訪與銷售人潮及推廣兩岸圖書文化之效益。本屆交易會循例設

有「大陸圖書展示區」和「台灣圖書展示區」。我國本屆參展規模亦

達歷屆之最，我國參展之出版機構共計有 269餘家（約佔 40％），

其中亦包括許多我國重要之出版機構。以下就本屆會展較具特色與前

瞻性之活動略做說明： 

「數位出版展示區」：該展區邀請兩岸電子圖書、網路圖書、網

路動漫等新型出版業和數位出版硬體製造商、專營技術、內容之廠商

參展。其中，廈門大學的孔子學院南方基地推出的「移動孔子學院學

習平臺」在網路推廣方案上，引起不少關注與迴響。「移動孔子學院

學習平臺」主要是藉由交易會之展示平臺，為其雲端資源庫尋找業界

合作、產業交流和互利雙贏提供一資訊交流平臺，期能共同推廣漢

語，弘揚中華文化。「移動孔子學院學習平臺」於 2010 年 9 月推出，

便將該平臺定位於對外漢語教學與管理之網路終端資源，為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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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全新的對外漢語教學、管理和娛樂之平臺。之後，該基地將依據數

位出版之發展趨勢，升級成全球第一款漢語教育之雲端資料庫，建置

大量漢語學習相關的學術視頻及各種漢語相關之資料。該平臺可為全

球 700多所孔子學院(課堂)、數以百萬計的國內外學習者提供「六台

一庫」對外漢語多媒體線上統計、學習、娛樂、互動交流之綜合平臺；

也是一座可移動之資料室、圖書館、課堂授課軟體和輔助教材的數據

庫。並計畫結合動漫形象，以生動的表現形式（圖片、音頻等效果），

為漢語學習者打造聽、說、讀、寫全方位的學習體驗。漢語學習者可

以在該平臺下載教材，安裝在自己的電腦上，隨時隨地學習漢語。廈

門大學孔子學院南方基地未來計畫將籌建全球第一個漢語雲端數據

中心和全球第一個漢語國際推廣專線網路，將成為引領由概念轉向實

際應用推廣的「漢語文化資訊中心」。 

「紀念辛亥革命 100週年專題圖書展區」：由於辛亥革命是中國

邁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歷史事件，而辛亥精神是兩岸的共同遺產，展

示兩岸對此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成果，對兩岸回顧歷史、展望未來均

具有重大意義，也有助於推展新形勢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此專題展覽

對豐富兩岸圖書交易會內容，推動兩岸出版交流意義重大，展出的相

關圖書很多是平日不易見到的，非常難能可貴。依展場介紹，該專題

展區集中展示了近年來兩岸出版有關辛亥革命的圖書及大陸出版的

重點涉台書籍，展品共計有 700餘種，1500餘冊，其中台版圖書近

200種；展會期間，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舉辦了一系列相關主題活

動，包括《晚清宮藏辛亥革命檔案彙編》推薦介紹記者會、兩岸圖書

館、紀念館界和相關研究機構之專家、學者出版之座談會；同時也徵

集兩岸和港澳陸續出版的有關辛亥革命的圖書，組織相關研究機構編

輯出版關於辛亥革命歷史和研究的著作書目等等，對兩岸於辛亥革命

之歷史研究與文發揚均有極大幫助。 

 

    另本屆交易會特別舉辦了「兩岸出版界對接交流與圖書館樣書採

購日」、「海峽兩岸出版發行高峰論壇」、「第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演講

比賽」、及「兩岸知名作家作品簽售及講座」等 19項配套活動，展區

可見大陸地區各知名大學及教育單位踴躍參展，相關專業知識與研究

均有集編成冊供作展售。 

 

「海峽兩岸出版發行高峰論壇」：該論壇匯集了兩岸官方與類官

方單位、業內經營者和專家，就兩岸出版發行市場之變化及趨勢、所

受之衝擊與應對方法、及如何加強兩岸合作等內容，共同探討解決方

案。兩岸目前的出版業環境類似，圖書出版品種每年增幅很大，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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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嚴重，發行成本又不斷增高；加上網路等新式媒體衝擊，傳統圖

書閱讀率漸次下降，導致出版實體書門檻越來越低、銷售書籍越益困

難，且印刷技術日新月異，出版與印刷之周期幾乎可以無視存在；再

者，網路等新興媒體使作品發表的機會迅速又無處不在，導致讀者買

書甚至直接閱讀非常便捷。大型書城不斷出現，大量新書得以迅速上

架與讀者見面；民營專業書店和特色書店湧現；網路書店不斷擴張，

都是導致圖書實體店面變得難以經營。經營瓶頸歸因如下： 

1. 數位科技創造新的閱讀軟體及環境：電影、電視、DVD、網路、遊

戲機、手機等閱讀與娛樂軟體的出現，導致閱讀行為多元化。 

2. 因配合新閱讀軟體產生的數位出版品其數量大幅上升：在數量與

品質上不僅可以媲美，未來甚至可能超越傳統紙本出版之數量，

成為新的主流出版品。 

3. 非傳統的出版品因軟硬體的發展，提供讀者動態閱讀情境：改變

民眾的閱讀行為與方式，也削減了紙本閱讀時間。 

4. 全球化與都市化的生活形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人們趨於追求便捷、快速、極簡的閱讀模式；影音圖像的閱讀又

比文字閱讀更適合此種新生活需求。對休閒、娛樂、解壓的重視，

也使人們較青睞輕、淺的圖像等影音內容，而不是嚴肅厚重的文

字。 

5. 傳媒報導方式傾向流行時尚、暢銷排行榜：民眾閱讀呈現趕流行，

閱讀極端化的現象，一但不是暢銷書，就乏人問津。 

6. 讀者不再收藏紙本書或因圖書典藏空間成本高，讀者閱讀轉為即

看即丟，也傾向免費的網絡閱讀或輕薄短少的作品；希望價格平

民化或廉價，也期待出版物在實體通路多元便利。 

傳統閱讀現已轉化為非傳統閱讀，包括：紙本向非紙本、積累型

向消費型、學習向娛樂、理性向感性、深度向淺層、靜態向動態、被

動向互動、心靈向功利、個性向時尚、單一文字閱讀向多元的圖、音、

像閱讀轉變。我國數位出版及網絡資訊獲取的方便性，在帶動閱讀內

容創作、生產、發行、零售每個環節，勢將更蓬勃，而紙本圖書閱讀

需求的縮減將成趨勢。網絡書店及出版社網站以其較低價格行銷，自

然壓縮實體書店的銷售。出版業如何轉型？陸方提出三點建議： 

1. 從傳媒、文化和全球化之角度重新定位：可轉做內容資源集成商、

經營商。 

2. 打造品牌形象並加強自身研發能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3. 試圖由傳統出版轉型為數位出版，以數位出版整合傳統出版、營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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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利局面，出版業要進入營銷時代，首先應整合發行平台，

構建完善的訊息流、商流、物流、資金流體系；市場要進一步分工與

專業化；推進和完善行業誠信體系建設；服務與效率是批發商的生命

線；零售店要創新，發掘低成本經營方式；傳承閱讀、創新出版，推

出好書；發行商共同化，節省發行成本；上下游訊息共通，節省一般

行政工作，銷售信息透明；出版社審視出版心態，完全體現出書目的；

並維持市場交易秩序。具體辦法為何？我方表示如下： 

1. 進行跨國際、跨產業、跨載體的閱讀與銷售推廣，如參加國內外

閱讀推廣團體和活動，藉以吸引資訊、經驗、建立人脈。 

2. 建立多類型、多主題的出版路線。 

3. 依照不同年齡的閱讀對象規劃產品。 

4. 進行多元載體的出版規劃，如把圖書加入讀卡機及語音筆。 

5. 建立多重銷售策略。除了直銷、書店零售外，通過公司網站、博

客來網站等相關網站和讀書會、學校班級、閱讀及說故事媽媽團

體等多種通路，推廣產品。 

兩岸經貿與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已相當廣泛，其中出版交流功不可

沒。在兩岸交流的諸多領域中，出版交流啟動較早、發展也快、影響

也大，一直是最活躍的部分，到明年，兩岸出版交流將屆二十年。現

今兩岸出版同步，彼此交流正向廣泛深入的良性階段發展。但繁體簡

體字之差異，如何共同開發市場仍需討論： 

1. 兩岸同業合作信心不足，再加上來往不便，溝通不易，長久深入

合作有限。 

2. 大陸目前已開放外資圖書發行零售，但資金門檻高，要求多，使

得多數是中小企業的台灣出版商裹足不前；另外，我國不接受大

陸資金進入，導致大陸出版業無法進一步來台投資。 

3. 大陸有書號管制，而我國開放出版，他們進入大陸，沒有太多的

發揮空間。 

4. 兩岸出版業上中下游目前的交易條件各有差異，我國出版業實行

「月結制」，大陸則採用「寄售制或銷結制」。 

5. 大陸規定進口圖書只限定於一些進口公司辦理，而且同一種書，

每次進口，在不同的海關就要重審一次，花費了經營者的時間及

成本；我國則對可進口的大陸圖書實行公告，實行統一審查，可

聯網查詢。 

6. 受政策影響，兩岸出版發行交流進程遲緩，如兩岸不直航，增加

物流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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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全球掀起華文學習熱潮，為華文出版市場提供了機會。交

流應仍是主流做法。兩岸業者應在資源、人才、技術方面共享，合作

挖掘出版資源。集合雙方實力把兩岸具有價值的出版物翻譯成其他文

種，讓華文出版迅速融入世界出版發行的主流市場。而我國出版業在

選題精確度與速度、涉外資源的豐富、整體包裝營銷上更勝一籌，但

近年大陸出版社資金雄厚、資源豐富、策劃和編輯人才濟濟等優勢也

非常顯著，印刷品質、包裝設計水平也迅速提高。在台灣出版業停滯

不前、市場狹小的限制下，大陸廣闊的市場應仍是我國出版業目前最

佳的經營標的。 

「第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演講比賽」：本屆比賽以「閱讀與成

長」為主題，兩岸共有 10所高校的 10名學生參加，前三名均由大陸

學生獲得，冠軍則為清華大學的代表。以往比賽我國選手均以輕鬆、

自然的風格參賽，大陸選手則較以老練和嚴謹的台風見長。而此次

10位兩岸大學生均各出奇招，就「閱讀與成長」之主題大方暢談心

路歷程，藉由閱讀的實際經驗，詮釋書籍所帶來的豐富價值與無限樂

趣。 

 

本屆圖書交易會於台灣館展區亦有眾多本院委外經銷廠商參

與，如：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商務印書館、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世界書局、三民書局、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院出版品亦是藉由此管道參與本屆展會。 

肆、心得與建議 

 

本次會展於廈門舉行，依地利之便，大陸地區各省官方及教育單

位均全力推廣所屬具特色之出版書籍、技術及創新概念，不但有傳統

紙本圖書之展售，亦有可移動讀載的數位出版內容，對於兩岸出版業

的發展與合作交流機制，也有實際的問題研討與實用的解決方向；依

本屆會展所述，於本院相關出版機制做以下建議： 

 

1. 本院出版品牌形象深具實力，應有主動赴外參展或國內獨立辦展

之積極作為：本院承製、授權之出版品其內容主題均為本院文物

瑰寶，過去因應特展或研究所需，已累積一定數量的出版品項，

未來亦將持續出版各文物主題之相關書籍；故品牌與項目數量已

具規模與實力，再附加以展覽配套活動，待兩岸政策細節疏通，

本院出版品參展或辦展必然有其教育推廣與銷售之效益，否則將

同此次會展本院出版品雜置於各委外經銷商之攤位，因未能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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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品牌，致無法有效增加推廣與銷售之機會。 

2. 本院出版品數位化機制應加速建置，避免落後世界趨勢：本次會

展見識到陸方就數位化之出版型態有積極性的發展與突破，本院

貴為華夏文明之菁華所在，卻未能在文物、期刊或出版圖書之「資

訊集成」及「推廣平台

3. 大陸市場之銷售商機，本院應設專門行銷機制：本院出版品於大

陸地區並無專門書店或機構承銷，均為本院國內之委外經銷商接

洽陸方散單做成交易，致品牌實力難以彰顯，銷售規模亦難突破，

應速研議增修本院現行相關銷售法規，俾利行銷大陸市場。 

」上滿足現今社會大眾之數位化需求，對

於博物館以教育功能為經營目的，本院在便捷、快速的數位傳媒

發展上尚有不小進步空間。 

 

伍、參訪照片 

 

 
 

開幕典禮會場 

 

 
 

會展區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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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區位說明（大陸圖書展區與台灣館） 

 

 
 

台灣館正門 

 

 
 

台灣館參與廠商 

 



 11 

 

 
 

參展廠商（本院委外經銷商） 

 

 
 

參展廠商（本院委外經銷商） 

 

 
 

參展廠商（本院委外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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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本院委外經銷商） 

 

 
 

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研考會委外單位） 

 

 
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研考會委外單位、本院委外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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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書展籌製單位 

 

 
 

辛亥革命書展區位 

 

 
辛亥革命書展區位背板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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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書展區位書籍介紹 

 

 
 

數位出版展區 

 

 
數位出版展區（動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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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出版展區（移動孔子學院） 

 

 
 

數位出版展區（移動孔子學院） 

 

 
大陸參展之教育單位（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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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參展之教育單位（北京師範大學） 

 

 
 

大陸參展之教育單位（清華大學） 

 

 
 

北京館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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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配區（大陸地區）與零售區（大陸地區以外） 

 

 
 

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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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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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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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本院出版品（零售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