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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創立於 1987 年的北京圖書訂貨會，起源於當時的時空背景沒有便利的通訊軟硬

體，圖書發行業必須透過電話或面對面才能完成訂貨事宜，訂貨會的開辦，將

全中國大陸的出版發行商集聚一堂，在幾天的會展中完成幾乎是一年的訂貨

量。30 年來只有 1989 年發生天安門學運的關係，停辦一年，爾後年年辦理，

型態不斷翻新，即使時至今日，多數發行商已不需要透過面對面方式就能完成

更複雜的訂貨及其他合作細節，訂貨會仍然吸引兩岸四地發行業者如趕集般趨

之若鶩。 

 

2017 年邁入第 30 屆，規模再度刷新過往。本屆訂貨會總面積約 5 萬平方米，

攤位高達 2,369 個，館配展架 910 個，參展單位 737 家，邀請大陸新華書店、

各地圖書館、館配商及世界各地華文書店等 3,000 餘家，3 天內舉辦了文化活動

180 餘場，編輯館配可供訂購書目 11 萬種，參觀人潮近 9 萬人次，現場採定碼

洋11.14 億元人民幣，預定量到 2 月底可達 3.5 億人民幣。 

 

為加深大陸讀者對臺灣的優美出版品的印象，協進會延續 2016 參展主題「台灣

好讀」的設計參展，藉此展售會讓大陸與港、澳等出版業、圖書館業與讀者，

由閱讀方式了解臺灣的風土民情、飲食文化與精美的文創產業。這次臺灣代表

隊成員包括城邦出版集團、聯經、寂天、國語日報社、大都會文化、大旗、八

方、九歌、文房、瑞昇文化、瑞昇、尖端、國語日報、東方、稻田、繪紅、麥

田、貓頭鷹、秀威、聯合文學、華品文創、台灣商務、小魯、我識、易可、楓

書坊、邦聯、寂天、秀威、尖端……等 70 家臺灣優質的圖書出版、發行單位。

現場售出總金額為新臺幣 140 萬元，尋求臺灣版權合作項目約 50 多家大陸出版

商，約 200 本，每本約美金 2,000 元，版權銷售金額達約 40 萬美元。預期展後

將可獲得圖書銷售訂單種數可達 5 倍成長，換言之，銷售圖書約 1 萬 4,130

種，2 萬 8,260 冊，銷售金額約台幣 700 萬元2。 

 

在科技發達的今日，北京圖書訂貨會仍然存在，一般認為因為它具有新書發

布、看樣訂貨、深入的業務經驗交流、論壇、向全社會倡導閱讀、介紹新技術

應用等六大功能，因為這些功能，大陸自中央以降，均認為北京圖書訂貨會應

該繼續辦下去。 

 

 

                                                      
1 指以定價計算之成交額度，不管折扣，以免各家折扣不一，算不清楚。 
2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2017 年北京圖書訂貨會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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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壹、 考察緣起 

經歷了文革的中國大陸，採用簡體中文超過一甲子後，逐漸認同正體字之美，

以正體中文呈現的臺版書因此在中國大陸受到歡迎。除了文字外觀的美，臺版

書的優質內容才是受到大陸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兩岸出版交流合作經過 10 幾

年的磨合，有了對彼此文化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雅量，如此正向發展的交流

應該受到鼓勵，也值得兩岸持續推動。 

 

文化部在 2012 年 5 月組織改造後成立，概括承接前新聞局出版相關業務，致力

於國內出版事業的提升，協助開發國際華文市場不遺餘力。中國大陸在地理

上、文化上，都是距離臺灣最近的華文市場，北京圖書訂貨會於 1987 年首度在

北京展開，30 年來唯有 1989 年因天安門學運事件而停辦一屆，扣除該屆，今

年正式邁入第 30 屆，歷來成績耀眼，雙方出版業者均極為重視此一藉訂貨實質

進行交流的盛北會。 

 

然而，彼此之間因為國情、自由化程度不同，中國大陸採共產制度，計畫出

版，出版言論自由程度低，出版社幾乎都具官方色彩；採計畫經濟，盈虧並非

出版社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兩岸圖書出版交流合作上仍存在部分不同做法與節

奏，某種程度阻礙了交流進程。出版相關議題的溝通，必須循序漸進，無法一

觸可幾。此次由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視察陳慶華隨團考察，現場深入觀察，希

冀能在氣氛低迷的兩岸關係中，找出持續強化兩岸的出版交流的關鍵方法。 

 

貳、 考察範圍 

本考察以 2017 年第 30 屆北京圖書訂貨會（以下簡稱「訂貨會」）展場內之運作

狀況與結果為主要架構，輔以圖書館配的運作方式與現況、國台辦在此交易會

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與相關人士就兩岸出版發行交流的進程及方式交換意見

等。另外，透過此次考察，了解國台辦出版交流中心所屬相關機構之「組織改

造」工程，及對兩岸出版交流可能造成影響等面向，以專案管理模型完成此項

考察研究，期能為兩岸出版發行交流合作找出更有利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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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方法 

本考察以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觀察、相關資料之探討分析、標竿學習、相關人

士之深度（或焦點）訪談、訂貨會場內外訪客隨機訪談等方法交叉運用。 

 

一、 現場觀察 

前往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老館)之訂貨會現場觀察，了解大會策展之規劃與

成果，以及臺灣業者之策展規劃、運作模式及交易成果。 

 

二、 文獻分析 

透過期刊、網路資料、當地媒體報導及趨勢觀察報告等相關文獻資料蒐集與分

析，作為考察研究之一部。 

 

三、 標竿學習 

標竿學習（Benchmarking）係透過尋求最佳作業典範並將其作為學習對象的方

式，找出並填補組織本身與最佳作業典範在績效之間的差距，並汲取對方的優

點，使企業能夠藉此過程有效的提昇營運績效。標竿學習的特色是未必要選定

同質性、同層級的企業或機構作為學習對象。此次考察根據標竿學習方法步

驟，在選定「第 30 屆北京圖書訂貨會」作為標竿學習目標後，事先在國內收集

該訂貨會過去經驗及主協辦單位之背景等相關資料，並加以分析篩選，到當地

後進行訪談比對，去蕪存菁後列入台北國際書展學習目標與政策擬定參考。 

 

四、 深度訪談 

與訂貨會主辦單位或策展機構（含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臺灣參展出版

社、國台辦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等相關人員，就兩岸圖書進出口及圖書館配

等發展現況及政策規劃進行深度及焦點訪談。另外隨機訪談參加訂貨會的經銷

商及一般民眾，瞭解民眾心目中理想的臺版圖書樣式以及對兩岸圖書交易往來

的認知與期望。 

 

肆、 前事之師 

2016 年第 29 屆北京圖書訂貨會援例由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組團，時任理

事長羅愛萍率國內 95 家出版社，攜帶 3,046 種(冊)最新出版圖書，以「臺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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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閱讀好市」為主題，前往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老館)參加展出，本部同

意補助攤位租金及佈置費共新臺幣 40 萬元。現場共租用 14 個展位、126 平方

米，其中圖書徵訂展位 12 個、版權媒合數位展示服務區 2 個，促成版權交易意

向共 110 家(本)，現場圖書銷售、館配及版權交易共約新臺幣 310 萬元。 

 

第 29 屆圖書訂貨會總面積 5 萬平方米，展台 2,345 個，館配展架 886 個，參展

單位 815 家，展示圖書 50 萬種，舉辦各類文化活動 180 於場次，現場館配採購

碼洋 1.63 億元人民幣，近 9 萬人次近場參觀。 

 

除圖書展示外，協進會規劃大範圍文宣展示空間，並彙整各出版社版權相關資

訊，以數位化方式現場播映展示，同時規劃兩岸合作出版的媒合意見區，收集

大陸出版社編輯、版權代表、圖書館採購、書店採購、以及作家意向與意見，

統合發布給產業進行評估參考，吸引數十家兩岸媒體報導，媒體效益堪稱豐

盛。 

 

此外，協進會理事長羅愛萍在訂貨會期間率領理事分別拜會中國書刊發行業協

會、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等單位，洽談雙方出版交流合作事宜。 

 

伍、 考察過程 

為求精準完成此行考察，以專案管理 5 大工作流程、9 大知識領域管制整個考

察過程，分述如下： 

一、 啟動 

此階段在考察前 2 個月即開始著手，以整合管理方式進行： 

（一）制訂並簽准考察計畫：包含考察內容、範圍、方向、對象、時間、成

本、行程以及風險預估與控管，並與此次申請補助廠商中華民國圖書發

行協進會理事長林敬彬等人討論考察內容與方向，並聽取意見。全案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簽奉核准。 

（二）透過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申請補助單位)及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

會聯繫參訪機構及單位，並代訂當地飯店事宜。 

（三）透過旅行社代訂航班機位，並自行購買公務差旅平安險等行政事宜。 

二、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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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在國內啟動考察計畫後進行（到出發前 1 日）： 

（一）整合管理：根據事前針對北京圖書訂貨會資料蒐集、中華民國圖書發行

協進會(申請補助單位)及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聯繫情形，以及司長

等各級長官行前指示，修改並精進此次考察計畫，以符合最新狀況。 

（二）範圍管理：根據前項整合管理資料，檢視並確定此次考察範圍、內容、

方向與參訪對象，同時製作工作分解結構 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即細部考察工作計畫）。 

（三）時間管理：依工作分解結構 WBS，調配研究、考察、參訪、訪談時間，

規劃考察行程並制訂進度表。 

（四）成本管理：依出差金額、當地物價及全部行程，作成本估算及預算編

列。 

（五）品質管理：預估考察之品質程度，以深度專題報導方式管制品質，時時

檢視並修正相關項目，以符合最佳品質。 

（六）人資管理：本案為個人考察行程，無專案團隊之組建，僅透過事先蒐集

資料等準備事宜，強化個人考察研究能力。 

（七）溝通管理：針對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申請補助單位)及台北市出版

商業同業公會安排之不同參訪訪談機構、人員，擬定參訪計畫及訪談題

綱，並事先取得訪談機構與個人對訪談內容之同意，且確定其已充分理

解訪談內容。 

（八）風險管理：針對行前全案陳核、機票、飯店預定及行程管控，預作定

性、定量風險分析，並擬定 B、C 計畫（備案）等風險應對方案。 

（九）採購管理：本案除機票、飯店、保險外，並無大型採購，故無此計畫。 

三、 執行 

此階段全程在中國大陸北京市進行，自 106 年 1 月 11 日起至 15 日止。 

（一）整合管理：依考察計畫與行程確實執行，有些許差異，但都在風險管控

範圍內。 

（二）品質管理：確保依考察計畫進行，遇情事變更時確保替代方案得以執

行，以保有原規劃品質。 

（三）人資管理：個人考察行程，無專案團隊之組建，故這部分在執行階段除

了自我管理外，無其他管理作為。 

（四）溝通管理：隨時與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申請補助單位)及台北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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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商業同業公會討論考察行程及方向，同時以確定參訪單位瞭解我方需

求與訪談內容、時間等，同時也確定對方是否因臨時事故而必須延後或

取消參訪（訪談）。 

（五）採購管理：同前所述，無此項計畫。 

四、 監控 

此階段進行時間同執行階段，隨時檢視監控考察過程是否按計畫進行： 

（一）範圍控制與驗收：隨時檢視監控是否按考察計畫範圍進行？是否超出考

察計畫範圍？如有超出或不足之處，立即修正，時時以長官驗收角度檢

視。 

（二）進度控制：隨時檢視考察行程與進度，經查並無落後或超前情事發生。 

（三）成本控制：隨時控制預算支用，因考察時間短，成本均在規劃控制中。 

（四）品質控制：每日參訪、訪談、會議或實地觀察結果均詳實記錄，去蕪存

菁後記入考察報告內。 

（五）利害關係者管理：密切注意臺灣展商的展出情形，每日透過中華民國圖

書發行協進會瞭解臺灣展商及全般狀況，同時與訪談機構窗口保持聯

繫，因應現場觀察及隨機訪談等發現，隨時修改訪談題綱及需求。 

（六）風險監控：除預想的風險評估與應對規劃外，隨時依現況修正可能發生

的風險以及應變之道。所幸，所預估之風險均未發生。 

五、 結案 

本部分為回國後考察研究報告之整理工作：（106 年 1 月 16 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5 日止） 

（一）完成考察報告：就所有考察研究過程與結果，作最後整理並依格式完成

出國考察報告。 

（二）依綜合規劃司規定繳交報告：依規定於回國後 2 個月內（即 106 年 3 月

15 日前）上網確認所登錄之相關資料並檢附「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

報告提要」、「文化部及所屬機關公務出國報告審核表」、「文化部及

所屬機關公務出國報告建議事項採行情形表」，併同報告書 1 本完成陳

核程序，將奉核可之出國報告電子檔、經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章之審

核表掃描上傳至資訊網，並檢附實體報告 3 份（赴大陸地區）送綜規司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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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考察行程 

出發日期：106 年 1 月 11 日 

日期/地點 行程 

第一天 1/11 (三) 

臺北/北京 
桃園機場→北京機場→飯店→會場預勘 

第二天 1/12 (四) 

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 

1. 訂貨會場參觀 

2. 考察中國出版高峰論壇 

第三天 1/13 (五) 

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 

1. 訂貨會場參觀 

2. 考察部分新書發表會 

第四天 1/14 (六) 

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 

1. 訂貨會場參觀 

2. 訂貨會結束 

3. 與廈門外圖公司會談 

第四天 1/15 (日) 北京→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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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前言 

創立於 1987 年的北京圖書訂貨會，起源於當時的時空背景沒有便利的通訊軟硬

體，圖書發行業必須透過電話或面對面才能完成訂貨事宜。於是，一個由北京

10 幾位出版發行部主任共同發起創辦的民間活動─第一屆首都社科圖書交易會

正式問世，也就是後來的北京圖書訂貨會。訂貨會的開辦，將全中國大陸的出

版發行商集聚一堂，在幾天的會展中完成幾乎是一年的訂貨量。30 年來只有

1989 年發生天安門學運的關係，停辦一年，爾後年年辦理，型態不斷翻新，即

使時至今日，多數發行商已不需要透過面對面方式就能完成更複雜的訂貨及其

他合作細節，訂貨會仍然吸引兩岸四地發行業者如趕集般趨之若鶩，目前號稱

為全球最大、最專業的華文圖書交易平台。 

 

一、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經歷了文革的中國大陸，採用簡體中文超過一甲子後，逐漸認同正體字之美，

以正體中文呈現的臺版書因此在中國大陸受到歡迎。除了文字外觀的美，臺版

書的優質內容才是受到大陸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兩岸出版交流合作經過 10 幾

年的磨合，有了對彼此文化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雅量，如此正向發展的交流

應該受到鼓勵，也值得兩岸持續推動。 

 

文化部在 2012 年 5 月組織改造後成立，概括承接前新聞局出版相關業務，致力

於國內出版事業的提升，協助開發國際華文市場不遺餘力。中國大陸在地理

上、文化上，都是距離臺灣最近的華文市場，北京圖書訂貨會於 1987 年首度在

北京展開，30 年來唯有 1989 年因天安門學運事件而停辦一屆，扣除該屆，今

年正式邁入第 30 屆，歷來成績耀眼，雙方出版業者均極為重視此一藉訂貨實質

進行交流的盛北會。 

 

然而，彼此之間因為國情、自由化程度不同，中國大陸採共產制度，計畫出

版，出版言論自由程度低，出版社幾乎都具官方色彩；採計畫經濟，盈虧並非

出版社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兩岸圖書出版交流合作上仍存在部分不同做法與節

奏，某種程度阻礙了交流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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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參訪主題相關之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大陸各省都訂有全民閱讀條例，中央級的全民閱讀條例也將在今年十九大後公

布施行，這對臺灣是種警訊。過去人們多認為臺灣的閱讀能量與水準遠高於大

陸，但近年來因為平板與手機的發展，多數人只讀「臉書」，已與閱讀疏遠。文

化部應該推動全民閱讀風氣，不僅是為出版產業找出路，也是為國力提升找藥

方。 

 

另外，依目前臺灣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現況，必須儘速解決的問題，也就是所謂

的「整體性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應確立者大致有 4 項如下： 

1. 來源問題：協助、鼓勵國內作家量產。 

國內本土出版品逐漸被外來翻譯書所取代，舉凡文學作品、經濟趨勢、工具

書，甚至連勵志小品，翻譯書都充斥市場。應有更多獎鼓勵政策與作為，增加

本土作品。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了文本，談數位化才有意義。 

2. 人才問題：現有人員數位化轉型。 

編輯人才我們不缺，數位技術人才也不缺，缺的是具有數位思維的編輯人才，

另外還有數位行銷及市場管理等人才，亟需透過產官學業界的共同培育。 

3. 管理問題：數位出版品產製過程的管控。 

數位出版品的產製過程與紙本書有很大的不同，兼具一般出版及數位技術的相

互配合，過程管控的良窳關乎出版品的品質，再好的封面設計和內容的圖文編

輯，沒有專案管理般的嚴謹流程，將使該出版品品質大打折扣。 

4. 市場問題：建立數位出版品管銷體系。 

數位出版品的管銷和紙本出版品有著天壤差別，如果用紙本書的管銷方式營運

電子書，顯然是搞錯方向。既要建立數位出版品營銷平台、後台數位資源庫，

也要隨時掌握市場動態，同業的、異業的、一般消費對象的、特定標的對象的

動態及走向，藉以擬定對內的管理作為及對外的行銷策略。 

 

三、參訪緣由與目的 

經歷了文革的中國大陸，採用簡體中文超過一甲子後，逐漸認同正體字之美，

以正體中文呈現的臺版書因此在中國大陸受到歡迎。除了文字外觀的美，臺版

書的優質內容才是受到大陸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兩岸出版交流合作經過 10 幾

年的磨合，有了對彼此文化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雅量，如此正向發展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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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受到鼓勵，也值得兩岸持續推動。 

 

北京圖書訂貨會是大陸年度第一場圖書出版發行盛會，從中可以窺見大陸這一

年的出版政策走向，同時也是各大出版集團較勁、試水溫之處。臺灣出版社及

通路商為掌握先機，年年參與，近幾年由文化部補助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組團參加，本部也趁此機會隨團考察訂貨會的運作情形，以及協進會所組之出

版團體如何在現場與陸方洽談合作事宜。 

 

兩岸間因為國情、自由化程度不同，中國大陸採共產制度，計畫出版，出版言

論自由程度低，出版社幾乎都具官方色彩；採計畫經濟，盈虧並非出版社的重

要考量因素，在兩岸圖書出版交流合作上仍存在部分不同做法與節奏，某種程

度阻礙了交流進程。出版相關議題的溝通，必須循序漸進，無法一觸可幾。此

次由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視察陳慶華隨團考察，現場深入觀察，希冀能在氣氛

低迷的兩岸關係中，找出持續強化兩岸的出版交流的關鍵方法，俾便日後協助

出版產業前往大陸爭取商機。 

 

貳、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參訪行程 

1/11 下午：抵達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老館)現場佈展考察，了解佈展中之國

內出版社準備情形。 

1/12：國台辦宣傳局宣傳處長周強來訪、向訂貨會組委會了解策展情形、考察

中國出版高層論壇。 

1/13：與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前往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拜會艾立民會長等

人、與國台辦海峽兩岸出版交流協會副主任鍾河林、張萬興、專員翟大為等人

晤談。 

1/14：與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申顯揚等人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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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議題及內容 

 

臺版書在大陸民眾心中仍然占有份量 

2017 年 1 月初的北京，天空藍的不像話，藍到當地人都不相信，因為第 30 屆

北京圖書訂貨會

開幕前兩天，北

京市區霧霾嚴

重，據說能見度

不到 10 米，更巧

的是，據說在臺

灣代表隊離開北

京的隔天，也就

是 1 月 16 日，霧

霾再度籠罩北京

天空，回到北京

人的生活裡。對

這突如其來且巧合的藍，訂貨會主辦單位稱之為「訂貨會藍」。 

 

訂貨會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起至 14 日間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老館)展開，主辦

單位號稱為全球最大、最專業的華文圖書交易盛會，並已成為中國出版的風向

標。 

 

圖 1：訂貨會期間，北京天空突然藍了起來，主辦單位稱之為「訂貨會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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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9 點鐘不到，中國際展覽中心前的 40 米道路出現塞車

情形，不是為了趕上

班，這些都是參加第

30 屆北京圖書訂貨

會的「早鳥客」，除

了來自兩岸四地的出

版發行商外，更多是

一般民眾，因為只有

這時候才能完整看

到、買到兩岸四地的

華文書。 

 

本屆訂貨會展館設置有：1 號館為大陸出版集團、大陸省團、大陸軍版、港澳

臺出版機構，2 號館及 3 號館為少年兒童出版機構，4 號館為文教出版機構，5

號館為館配館，6 號館為經濟、數字網路、文教出版機構，7 號館為文教出版機

構，8 號館安排科技、少兒出版機構

等。在偌大的國際展覽中心，民眾得按

圖索驥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標。 

 

1 號館內，中國各省出版集團使出渾身

解數凸顯自我，豪氣的裝潢似乎在告訴

來訪者，我是最棒的；實體書店也不惶

多讓，各地新華書店看似合作，實則競

爭，各自展現自我風華，完全無視不斷

出現的新載體正在改變人們的購書習

慣。浙江省新華書店集團公司董事長王

忠義向媒體說，他們正在「打造一批時

尚、潮流、科技，充滿人文氣息，能滿

足客戶多元消費體驗的文化聚集場所，

希望讓客戶進得來、留得住、能消費。3」本屆訂貨會書店來勢洶洶，對轉型似

                                                      
3 實體書店走向復興，書店人怎麼說？新華書目報，2017 年 1 月 12 日第 7 版。 

圖 2：參觀訂貨會必須通過電子安檢門。 

圖 3：「臺灣代表隊」以「台灣好讀」為主

題，展出優美正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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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已胸有成竹。 

 

混亂中還是混亂，看不到秩序，民眾爭先恐後購票入場，有趣的是，進場後有

一批人直衝 1 號館 2 樓，不為別的，為的是要搶進臺灣圖書區，搶購優美正體

字的臺版書。「臺灣代表隊」本屆由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組隊成軍，攜帶

2014 年至 2016 年出版的臺版書籍，類型包含文學、觀光、餐飲、藝術、傳

播、親子、勵志、人文、歷史、學習等約 2,826 種、5,652 冊。現場租用 14 個

展位(126 平方米)，同時還有專業人員於現場服務、接受訂單及處理版權交易等

相關事宜。民眾、發行商、館配商可謂是摩拳擦掌、爭先恐後，可見得臺版書

在大陸民眾心中還是頗具份量，一般認為「文化水平較高」。 

 

為加深大陸讀者對臺灣的優美出版品的印象，協進會延續 2016 參展主題「台灣

好讀」的設計參展，藉此展售會讓大陸與港、澳等出版業、圖書館業與讀者，

由閱讀方式了解臺灣的風土民情、飲食文化與精美的文創產業。這次臺灣代表

隊成員包括城邦出版集團、聯經、寂天、國語

日報社、大都會文化、大旗、八方、九歌、文

房、瑞昇文化、瑞昇、尖端、國語日報、東

方、稻田、繪紅、麥田、貓頭鷹、秀威、聯合

文學、華品文創、台灣商務、小魯、我識、易

可、楓書坊、邦聯、寂天、秀威、尖端……等

70 家臺灣優質的圖書出版、發行單位。 

 

本屆的一個大突破是，協進會在多次磋商後，

組委會同意在 5 號館的館配區增設協進會租用

10 個開放式書架(100cm*25cm*250cm)，這也是

臺灣第一次在訂貨會中有圖書館配的參賽權，

讓臺版書得以在訂貨會開闢一個新的通路展示區，為大陸的專業圖書館採購人

員建構了一個選購臺版書的平台，增進臺版書露出與被選購的機會。 

 

圖 4：臺灣正軆字書頗受民眾好

評，詢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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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中國大陸現有農村圖書館約 64 萬家(每家圖書館採購 2 千本書)，都是政

府編列預算購書典藏，又大陸民眾

對於優質臺版書的喜愛遠大於大陸

書籍，此次藉由參與館配館的機

會，讓臺版書在館配區有露出的機

會，開創臺版書打開大陸各省圖書

館及農家圖書館採購大們，增進臺

版書在大陸銷售的機會。 

 

根據協進會結案報告，本次訂貨會

參展圖書現場售出總金額為新臺幣

140 萬元，尋求臺灣版權合作項目約 50 多家大陸出版商，約 200 本，每本約美

金 2,000 元，版權銷售金額達約 40 萬美元。預期展後將可獲得圖書銷售訂單種

數可達 5 倍成長，換言之，銷售圖書約 1 萬 4,130 種，2 萬 8,260 冊，銷售金額

約台幣 700 萬元4。 

 

根據筆者現場觀察及隨機訪問出版社人員發現，現今因網路等通訊方式發達，

訂貨、版權交易、其他合作等往來，已無須靠面對面方式，而且不定時，幾乎

每天都在上演，訂貨會的

功能已成為固定「年會」

或「交流會」，「對銷售量

的幫助微乎其微」，一位

出版商告訴筆者。但他

說，這種「年會」或「交

流會」雖然難以增加現場

的營業額，但中國人就是

見面三分情，大陸幅員廣

大，若不是訂貨會，多數

出版社、經銷商及書店可

能老死不相見面，透過每年見面「交流」、「博感情」，對日後的交易有很大的助

                                                      
4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2017 年北京圖書訂貨會成果報告書。 

圖 5：即使通訊科技發達，訂貨會仍有其存在的

價值。 

圖 6：北京圖書訂貨會今年邁入第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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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看來，北京圖書訂貨會的功能是在爾後的交易，而非當下。 

 

從隔山買牛5到面對面訂貨 

北京圖書訂貨會是中國出版、發行體制改革的產物。上世紀 80 年代，圖書訂貨

形式還是靠著書目訂貨為主，盲目靠運氣的成分居多，書店不敢多訂，出版社

也使不上力，出版社與書店沒有暢通的溝通聯繫管道，銷售渠道不暢通，最後

銷售成績自然不理想─不管是出版社或是書店。 

 

1987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7 日，首都第三屆社科書市暨第一屆首都社科圖書交易

會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揭開序幕。訂貨會初期，條件十分簡陋，像一般趕集

商展般，卻意外

地大受書店歡

迎，它把傳統的

以書目訂貨的方

式改為「看得

見、摸得著」的

實物訂貨方式，

使書店業務員免

去「隔山買牛」

之苦，解決了長

期以來書店主要

靠 200 字簡介(訂貨目錄)「一看訂終身」的訂貨方式，化背對背為面對面，化

分散為集中，出版社與書店雙方現場交流，使訂貨質量有了顯著提升，數量也

大幅增加，這也是訂貨會持續辦理 30 年的主要原因。 

 

                                                      
5 大陸用語，指沒看到東西，只憑目錄或照片等方式就下訂購買。 

圖 7：圖書訂貨會除經銷商外，頗受民眾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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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如一日參加北京圖書訂貨會的北京人民出版社常務副社長對媒體表示6，最

初訂貨會功能非常

強，有些規模較小

的書店，全年一半

的訂貨量都在此訂

貨會上完成，是當

時新華書店安排全

年貨源的很重要的

會議，是訂貨重要

的通道，各個書店

都非常重視。每年

訂貨會晚上手工彙

總數據，都要做到晚上一兩點鐘，成為當時訂貨會的一道「風景」。同樣從未缺

席訂貨會的上海東方出版交易中

心常務副總經理蔡國城回憶7，訂

貨會變革了原有的購銷模式，對

於與會的書店非常有吸引力。看

樣訂貨的圖書一般是現貨，發貨

速度快，折扣優惠一般比發行所

(省級店)，經銷方式靈活，經銷包

退的方式開始在大陸試行，首都

社科圖書交易會(北京訂貨會前身)

立馬顯現其強大的生命力，規模一年比一年大。 

 

隨著出版產業的變化，訂貨會功能隨之轉化，參加的主角也發生了數次的變

化。初期，邀請主角對象是大陸省會城市新華書店及單列城市新華書店，當年

廣州市店、南京市店、杭州市店、成都市店、重慶市店等都是參加的主要成

員。京津滬三地作為直轄市，兼具省級店與城市店双重功能，更是重要客户。

最初的訂貨會參加人員基本都是一線業務人員，「减少環節、產銷掛勾；看樣下

                                                      
6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17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7 同前註。 

圖 8：民眾爭先恐後在訂貨會上搶新鮮、搶文化。 

圖 9：訂貨功能經過 30 年的產業變化也隨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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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購銷兩旺」是當時訂貨會的真實景象。「產銷見面」是訂貨會的一大特點，

其背後則是中間環節─省級發貨店的失落。之後，省級店抛棄延續幾十年的

「發貨店」身份，開始建構區域連鎖集團，把管轄的零售網點「連」起來、

「鎖」起來，於是，現在訂貨會上的是連鎖總部的形象與概念。 

 

1999 年開始，北京圖書訂貨會定在每年 1 月舉行，成為大陸出版業的「開年盛

事」，也是大陸出版行政部門、出版集團、各大出版社等高層官員最為密集亮相

的年會。全國出版社、供應商大多會趕在這個時間點推出一批新書。 

浙江省新華書店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忠義認為8，北京圖書訂貨會在整個圖書

市場中，起了

「風向標」的作

用，是全國出版

業的盛會，包括

訂貨功能、行業

前景、論壇活

動、相互之間啟

發等等，「一是可

以理性地分析過

去一年的情況，

二是了解未來新

一年出版新產

品、選題，三是感情信息交流」。北京圖書訂貨會一路走來 30 年，規模不斷擴

大，形式不斷創新。2004 年，境外華文書店首次參展，參與直接訂貨，首度試

辦網站，展開網上訂貨，打造「不落幕的訂貨會」，同年，期刊首次成為北京圖

書訂貨會的「座上賓」，增加數位出版展示，增加零售功能，單設圖書館館配

館；2005 年民營書店進入主會場，由幕後走向前台；2006 年首次邀請臺港澳出

版機構參展，也是訂貨會第一次兩岸四地出版界的大聚會，將北京圖書訂貨會

打造成全球最大的華文圖書盛會。之後陸續形成了一系列自身特點鮮明的品牌

活動，與讀者近距離接觸，也開啟了一連串的全民閱讀活動。訂貨會活動不斷

增加，形式也越來越多樣，近來每年的舉辦百餘場活動，主題鮮明；十餘場緊

                                                      
8 同前註。 

圖 10：館配是訂貨會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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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當前出版趨勢的論壇。訂貨會規模從 1987 年的 44 家出版社和 290 位書店代

表參加，成交碼洋僅人民幣 676 萬元。發展到 2017 年，總面積約 5 萬平方米，

攤位高達 2,369 個，館配展架 910 個，參展單位 737 家，邀請大陸新華書店、

各地圖書館、館配商及世界各地華文書店等 3,000 餘家，3 天內舉辦了文化活動

180 餘場，編輯館配可供訂購書目 11 萬種，現場採定碼洋 1.14 億元人民幣，預

定量到 2 月底可達 3.5 億人民幣，3 天參觀人潮近 9 萬人次。 

 

30 年來，中國大陸歷經天安門事件、鄧小平過世、經濟改革開放，國家發展可

謂滄海桑田，北京圖書訂貨會就在此氛圍下走出了自己的特色─最大的華文圖

書交易會。 

 

全民閱讀條例、出版利多政策將一一出籠 

本屆訂貨會的重頭戲之一就是以「北京圖書訂貨會 30 年，出版業演進邏輯與深

改走向」為主題的「中國出版高層(峰)論壇」。論壇均為中共高層上對下的政策

指示，或是願景規劃，但從部分人士的演講中仍可嗅出中國大陸政府對抓緊出

版產業的政策更為札實，對出版產業的扶植更加具體。例如全國人大教科文衛

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柳斌杰以「堅定文化自信 鑄造出版高

峰」為題的演講中就提到，很快中央將發布有關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文件。對

出版業提出重要任務，

中華經典文化要進小

學、進中學、進大學，

要選擇一批代表中國文

化的經典傳承下去。他

說，世界其他國家和人

民接受中國文化的還不

多，解决這個問題還是

要靠出版。柳斌杰演說

中不忘提醒出版界，中

央才是老大，他指出，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出版的力量是單一的，即國有

的力量，通過改革開放，形成了國有、民營兩種力量。現在實際上只有一個底

線，就是出版權、播出權掌握在國家手裏，其他全部可以開放。他對大陸的出

圖 11：訂貨會的重頭戲「中國出版高層論壇」可謂冠蓋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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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開放很有信心，強調，現在民營在出版領域已超過半壁江山，特别是在數字

出版領域、新媒體領域發展尤其快速。 

 

柳斌杰接著說，從北京圖書訂貨會的歷史來看，民營書業曾一度未獲入場，只

能在小賓館把樣書放在床底下徵訂，後來獲准登堂入市，與國有同台競爭。現

在訂貨會國有、民營已融為一體。當今有些民營書業建的圖書館、博物館、教

材展覽館、印刷發展博物館，都已具備相當規模，超過國家建的，「顯示了人

民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責任感。」 

 

大陸因為地大人多，凡事都以量取勝。根據統計，大陸每年出版 40 多萬種圖

書，滿足了社會各方面、各層次量的需求，因此經濟效益相當驚人，出版業營

收入已達人民幣 2.1 兆元，在整個文化產業裏占了很大比重。其中，數字出版

年收入已超過人民幣 4,000 億元，年增率達 30%；傳統出版年增率在 9%左右，

仍高於大陸國民經濟平均水平。即使如此，中國出版業在全球出版版圖上仍不

被視為大國，主因是內容貧瘠，多為樣板式宣傳品，具創新及文學價值的作品

太少。柳斌杰看出了這個問題，指出，我們的圖書上不了世界圖書榜，就在於

内容創新的佳作太少，許多圖書是就過去出版内容的翻版、重製，而富有開創

性的原創理論著作、科學著作、文化著作都不多。他現場期許出版業要加大内

容創新，扶持原創著作出版，推動更多作家、理論家、科學家、藝術家推出内

容創新的著作。 

 

除了樣板式的宣稱與宣傳外，柳斌杰現場宣布國家對出版業準備釋出的利多，

他指出，今年十九大召開

在即，一系列利多法律政

策即將實施，將給出版業

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他

認為今(2017)年應該是出

版的黄金年。另外他指

出，過去出版業是單一靠

國家資本，現在出版業既

有國家投資，也有社會投 圖 12：出版論壇高層論壇多為樣板的宣傳，鮮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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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特别是上市融資，出版業已從社會上吸收了 2,600 多億(人民幣)資金，出版

業要發展，需要吸收更多資本，狀大實力，政府將繼續擴大融資渠道，壯大中

國出版實力。這種以國家力量介入出版產業的作法，民主國家或許不屑，但以

扶植產業角度看來，不啻為壯大產業的一劑良藥。 

 

柳斌杰接著談到全民閱讀，他說，全民閱讀已走過 10 年，很多地方已經發布了

全民閱讀條例，國家全民閱讀條例也將在今年公布。全民閱讀在大陸各地都很

受重視，許多省市甚至成立了全民閱讀指導委員會，黨政主要幹部擔任指導委

員會主任，就是要將閱讀這件事當成一件大事來做。最後，他期許現場大陸出

版業，「一帶一路」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戰略，要與一帶一路上，宗教信仰、

社會制度、文化傳統、語言文字、法律政令、歷史環境與中國不一樣的國家共

同發展，首先要有文化上的溝通與認同，這是出版業必須積極面對、務實處理

的重要課題。 

 

另外，上海卓代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國安在他的「中國出版業：守

望還是突破」演講中對中國出版業進行環境解構，從出版傳媒業本質談起，解

析世界出版傳媒業發展趨勢和中國出版業資本情況；新華先鋒董事長王笑東以

「IP 熱的銳觀察：知本與資本的互濟之道」為題，暢談版權營運是未來 IP 營運

的大勢所趨，強調精品 IP 之版權深度開發和與資本市場對接，並以實例證明他

的主張；互聯網教育研究院院長呂森林談「在線教育的熱點、痛點與拐點」，概

略描述了在線(線上)教育行業現況，並列舉互聯網龍頭的在線(線上)教育策略，

分析了中國在線教育產業的主要板塊和用户需求，並提供了各細分市場現有容

量的數據。 

 

綜觀全場論壇，雖多為政令、政策宣導與國民自信心的建立工程，但部分描述

的現況及刻意放出的利多消息，都足以讓臺灣政府及出版產業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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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參訪心得(主要發現) 

 

一、參訪蒐集資料 

(一)選題~ 

計畫出版的主題中，不乏符合市場性、趨勢性的選擇 

在中國，不僅經濟要計劃，連出版也必須依中央的計畫進行，包括選題作業，

是個典型的「計畫出

版」。2016 年 6 月，

中共中宣部和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

2016 年主題出版重

點選題，共計 120

種，含 96 種圖書和

24 種音像電子出版

物。12 月，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發

布《關於報送 2017

年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計畫的通知》，要求繼續做好重大紀念活動出版工

作，圍繞 2017 年重要政治活動和重要歷史事件，做好相關選題策劃工作，特别

是重點做好迎接黨的十九大、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香港回歸 20

周年等主題出版工作9。 

 

                                                      
9 2017新書選題走勢分析報告，孫玨，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17 年 1 月 10 日第 14 版。 

圖 13：VR+AR 是 2017 年選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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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計畫出版」在民主國家不但沒有市場，也令人不可思議，但在極權的中

國大陸，是出版界年度大

事，市場不是問題，一聲

令下，再冷門的主題書也

有數十萬到數百萬本的銷

量。然而，不容忽視的

是，在計畫出版項目下，

偶爾也有極具市場性及趨

勢性的主題，例如，人工

智能和機器學習可望成為

熱門主題。2017 年，科技改變生活與商業的圖書、科技公司的相關理論與傳記

圖書將不斷湧現，例如，智能機器人、工業自動化等「工業 4.0」話題圖書勢將

進一步受到關注。一般認為，最新科技成果將引發思維革命、觀念革命，進而

改變原有管理方式、思路，商業模式、投資模式也可能受到挑戰。隨著人與環

境的改變，機器人、技術革新等經濟和科技相結合的話題勢必成為焦點，創業

類圖書將更加細緻化；金融類圖書則將更系統、深入，為企業在資本市場中提

供更經典、更權威的觀點。 

 

又例如，AR+VR 圖書種類將進一步豐富。出版界認為，2017 年以後，AR 的同

胞兄弟 VR 對企業來說

將大有可為。儘管目前

硬體方面存在不少瓶

頸，如 VR 場景容量

大、手機平台相容度不

佳、VR 眼鏡舒適度差

等，但抓住時機、拔得

頭籌，是「VR+圖書」

提倡者最該思考和著手

布局的問題之一。「VR+

圖書」的發展前景和實際獲利模式雖然僅在想像階段，但產業界已經看好，如

同當年看好「互聯網+」一般，信心十足。例如 2017 年 3 月，北京出版集團北

圖 14：民眾在現場親身體驗 AR、VR 的新奇。 

圖 15：業者在現場介紹自家 AR 系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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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少年兒童出版社即將推出《大開眼界─西游記（共 3 册）》： 《大鬧天宫》、

《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就是 VR 版西遊記圖畫書，還内附定製版高級

兒童 VR 眼鏡。圖書出版加上 AR、VR 技術雖然能提升用户體驗，但出版社必

須考慮技術合作方的穩定性和成熟度，否則將來可能面臨迫回收圖書，甚至被

迫關閉整條產品線的窘境。因為技術服務商的伺服器所在地、工程人員素質，

公司技術的成熟度等因素，都將影響後續的讀者服務及再版能量10。 

 

儘管前述主題仍存有部分疑慮，但中國大陸的計畫出版政策下，盈虧不是重

點，宣傳才是目標。配合政策加上具有某種程度的市場性與趨勢性，出版該類

別的圖書絕對是「政治正確」。 

 

(二)童書~ 

市場逆勢上揚，但數量過多造成良莠不齊 

今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人潮比起去年並無成長，但光臨童書展位的人潮洶湧，從

未間斷，來自

大陸各地的經

銷商和親子擠

爆少兒類圖書

展館。根據中

國青年網記者

引述一份報告

數據指出11，

在本屆訂貨會

某第三方機構

發布的一份調

查報告指出，少兒類圖書以 28.84%的同比增長率把其他領域的圖書遠遠拋在後

方，成為出版整體市場增長的最主要推動力量。光是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

社今年就準備了超過 300 種類的圖書參展，内容涵蓋了文學、科普、動漫、繪

                                                      
10 同前註。 
11 童書“逆市上揚”2017北京圖書訂貨會各家書商喜憂參半，李拓，中國青年網，2017 年 1

月 3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2017-01/13/content_27949086.htm，2017

年 3 月 5 日瀏覽。 

圖 16：由於一胎化解禁，大陸童書市場蓬勃發展。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2017-01/13/content_27949086.htm，2017年3月5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2017-01/13/content_27949086.htm，2017年3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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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多領域。 

 

隨著大陸一胎化的解禁，一般估計，全中國大陸每年新生兒將再增加 200 萬

人，也就是

說，每年約有

1,800 萬新生兒

誕生，這還是

這兩年解禁後

的數字，未來

可望更多，而

且這些新生兒

的購書能力將

在 2-3 年後顯

現，屆時中國

的童書市場勢

必更加欣欣向榮。然而，有識之士開始擔心，如此快速的增長使得少兒出版物

良莠不齊的現象日趨嚴重。 

 

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圖書市場部主任陳博在接受中國青年網採訪時表示

12，在國内現有的 580 餘家出版社中，有超過 540 家出版社都在出版童書，這

就使得許多完全没有出版價值的作品也混入其中。而每年 6 萬多種類童書的增

長量也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即使每個孩子每周讀一本書，一年也才能讀

52 本。6 萬種書，誰去讀？」陳博說，「出版商無底線的惡性競爭是造成這種現

象的根本原因。他們不是在爭讀者，是爭貨架。這樣下去最終受害的只能是孩

子。」 

 

臺灣正體字圖書在大陸頗受青睞，尤其是童書。大陸國内原創童書，尤其是繪

本出版，經過 10 年來向臺灣學習及其自我摸索，再加上社群營銷的推波助瀾，

逐漸進入快速成長期。在此之前，一部分原創繪本作家、出版機構的默默「向

臺灣看齊」策略，也逐漸有了成果，看到新的希望。可以預見的是，大陸境內

                                                      
12 同前註。 

圖 17：大陸童書市場過度蓬勃，造成良莠不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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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繪本藉著天時(一胎化鬆綁)、地利(人口眾多)、人和(有計畫的學習與摸索)

的優勢條件，可以想見將出現更多的精品童書。大陸童書出版社樂觀地預估，

在歐美、日韓產品充斥世界市場市場的當下，也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原創優秀

少兒作品走出國門。對此，臺灣童書出版界不得不審慎度之、嚴陣以待。 

 

二、參訪地相關(計畫、措施或政策)分析 

 

訂貨會存在價值在於六大功能 

北京圖書訂貨會已經走過了 30 個年頭。30 年前在中國改革開放伊始之際，中

國的圖書發展方興未艾，為順應市場的需求，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前身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決定開放圖書統購統銷政策，解决發行相關問題，圖書訂貨

會就在這種時空背景下應運而生。1987 年起，圖書訂貨會的規模隨著中國出版

業的發展而

不斷擴大，

隨著科技進

步，訂貨會

的功能也不

斷拓展；隨

著中國出版

業的繁榮發

展，圖書訂

貨會的影響

與日俱增，

圖書訂貨會

也已經從當初的擺攤設點變成在專業展館的專業性的、影響巨大的全國盛會。

訂貨會的功能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從最初的看樣訂貨，到現在已拓展出六

大重要功能，這六大功能都是出版界繁榮發展不可或缺的13： 

第一， 新書發布。各出版社、出版集團每年都會在訂貨會舉行重點書發布會。 

                                                      

13
 三十載拓六大功能 自信更當清醒，鄔書林，中國出版協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出版傳媒商

報 2017 年 1 月 17 日第 2 版。 

圖 18：訂貨會存在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新書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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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看樣訂貨。儘管有了互聯網，看樣訂貨還是重要的形式，特别在訂貨會

期間，還增加了館配業務，僅此每年就有人民幣 1.5 億元碼洋的訂貨

量。 

第三， 深入的業務經驗交流。這是訂貨會繼續存在並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隨

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發展，十多年前世界各國都有多場嚴肅的討論：因

為有了互聯網，有了網上訂貨，有了網路上獲取的信息，還需要書市、

圖書博覽會這種形式嗎？出版業經過認真研討後，認為需要，業務交流

是訂貨會存在的非常重要且決定性因素。 

第四， 論壇。在出版論壇上就新趨勢、新形勢進行充分的交流，為新的一年乃

至往後幾年，如何更精進地做好發行工作等議題，進行廣泛且深入的研

討和交流。國際趨勢、國內趨勢都是論壇重要交流內容。 

第五， 向全社會倡導閱讀。全民閱讀是這十年原新聞出版總署、現在的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精心打造的一個項目，即透過訂貨會這個平台向全社會

擴大出版界推動閱讀的影響。 

第六， 介紹新技術應用。出版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產業，不斷採用新技術來拓展

出版發行的方式，更精進出版流程，使民眾能獲取更多的知識、更多的

訊息。每屆訂貨會很多出版社都精心把新技術應用成果拿出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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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本屆北京圖書訂貨會雖然在兩岸氣氛低迷下進行，但兩岸四地出版界的往來似

乎不受影響，熱絡如昔。如同前述，訂貨會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業務交流，

套句臺灣的說法就是「見面三分情」、「搏感情」，本部派員考察的作法在大陸出

版界看來是誠意十足，有助於兩岸出版發行界的交流。就整體訂貨會的觀察，

有以下發現、收穫與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台北國際書展應透過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交互運用行銷 

本屆訂貨會充分利用主流媒體和微信、微博、網站等網路傳播手段，有計劃、

分步驟地在訂貨會前、中、後密集宣傳、報導，確實達成了告知及宣傳作用，

同時也使活動人潮不斷。此乃歸功於傳統(主流)媒體活動前的宣傳及活動中的

報導，以及新興媒體的呼應群聚效應，台北國際書展宜參考運用。 

（二） 台北國際書展場館內普設便民設、措施 

1. 進場參加國際書展通常是半天或一整天，民眾經常會將現場最新訊息透過手

機或平板電腦傳送給友人，或傳回公司，大頻寬的免費無限網路設施將方便

民眾傳輸，無形中幫書展宣傳。配合這項措施，各式手機充電座也不可少，

以便民眾無線（限）傳輸，為活動持續廣宣。 

2. 台北世貿展館周邊餐飲以百貨公司或五星級飯店為主，不夠親民。2017 台

北國際書展已在場內出現輕食區，但稍嫌不足，應在場內或場外適當場所招

商設置更多輕食區，解決入場民眾的民生需求，同時延長民眾在場內參觀的

時間。 

（三） 持續加強獎、鼓勵數位出版 

當臺灣數位出版產業尚在摸索之際，大陸已藉由其完善的網路硬體建設以及龐

大的政府資源，將數位出版扶植到幾近成熟地步。臺灣數位出版仍存在不願授

權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將透過中長程計畫陸續解決，短期內文化部應該持續

透過獎勵與補助方式，先將數位出版品的量衝高，有了充足的量，推廣數位閱

讀，進而扶植整個產業才有意義。 

（四） 加強輔導出版業者參加大陸大型書展 

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華文市場，居於正統的臺灣正體字出版品不能缺席。大

陸近幾年開始重視版權，這是臺灣出版品進軍大陸的絕佳時機，海峽兩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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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會、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北京圖書訂貨會、上海國際童書展、杭州動漫

展，以及如山東書展、哈爾濱書展、烏魯木齊書展、安徽黃山書展、湖北武漢

期刊交易博覽會等其他陸續開拓的省級書展等，都是臺灣出版品前往大陸插旗

的重要管道，文化部短期立即能做的是補助經費，協助業者前往參展。 

二、 中長期建議 

（一）推廣閱讀 

大陸各省都訂有全民閱讀條例，中央級的全民閱讀條例也將在今年十九大後公

布施行，這對臺灣是種警訊。過去人們多認為臺灣的閱讀能量與水準遠高於大

陸，但近年來因為平板與手機的發展，多數人只讀「臉書」，已與閱讀疏遠。文

化部應該推動全民閱讀風氣，不僅是為出版產業找出路，也是為國力提升找藥

方。 

（二）對大陸圖書出版整體市場研究 

要去開發大陸市場不能再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要有統合的研究單位分析大

陸圖書出版產業的上中下游市場，目前的現況幾乎都是各公、協會、單位或公

司各行其事，每個人都知道一點，但對整體的所知有限，因為各有利益發展的

考量無法將自認為所熟悉的資訊公開給大家，未來應對大陸圖書出版市場做整

體研究。 

（三）兩岸有關出版合作的相關議題 

目前兩岸出版交流仍遭遇一些老問題，需要將來兩岸協商時向陸方提出。 

1. 買賣版權交易的保障：臺灣出版商賣出版權後，通常只收到第一次的預

付版權費，超出部分或再版部分，陸方均藉各式理由拖延或拒付。近年

來雖有改善，但仍未完全依市場模式付款，希望大陸政府出面呼籲。 

2. 盜版問題：紙本書與數位內容被盜版的問題，希望大陸政府出面管理。

書號的取得：業者希望可以在大陸設立出版社或免費取得書號，以取代

目前必須透過與大陸出版社合資或購買書號的情形。 

3. 綠色通道：大陸對臺版書的審查仍然耗時，有必要在兩岸協商時加緊力

道，儘速使大陸簡化審批作業。市及大學圖書館館配市場的開發：協助

出版業者與陸方洽談，透過展覽或非展覽行程，邀請各省市圖書館採

購。 

（四）制定數位出版政策與計畫，確立整體解決方案 

電子書在全球風行十幾年後，最近有趨緩現象，主要因素多為授權問題尚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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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完全的信任，同時還牽涉到相關法律問題。但這不代表數位出版走到盡頭

了，相反地，目前正處於多頭前的盤整階段，時機成熟後，再度風行的程度與

速度將遠遠超越過去十幾年的發展。數位出版是國際不可檔的潮流趨勢，文化

部應制訂數位出版中長程政策與計畫，同時確立一套整體性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依目前臺灣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現況，必須儘速解決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整

體性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應確立者大致有 4 項如下： 

1. 來源問題：協助、鼓勵國內作家量產。 

國內本土出版品逐漸被外來翻譯書所取代，舉凡文學作品、經濟趨勢、工具

書，甚至連勵志小品，翻譯書都充斥市場。應有更多獎鼓勵政策與作為，增加

本土作品。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了文本，談數位化才有意義。 

2. 人才問題：現有人員數位化轉型。 

編輯人才我們不缺，數位技術人才也不缺，缺的是具有數位思維的編輯人才，

另外還有數位行銷及市場管理等人才，亟需透過產官學業界的共同培育。 

3. 管理問題：數位出版品產製過程的管控。 

數位出版品的產製過程與紙本書有很大的不同，兼具一般出版及數位技術的相

互配合，過程管控的良窳關乎出版品的品質，再好的封面設計和內容的圖文編

輯，沒有專案管理般的嚴謹流程，將使該出版品品質大打折扣。 

4. 市場問題：建立數位出版品管銷體系。 

數位出版品的管銷和紙本出版品有著天壤差別，如果用紙本書的管銷方式營運

電子書，顯然是搞錯方向。既要建立數位出版品營銷平台、後台數位資源庫，

也要隨時掌握市場動態，同業的、異業的、一般消費對象的、特定標的對象的

動態及走向，藉以擬定對內的管理作為及對外的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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