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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普及，为传统媒体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机遇，
也正是由于数字出版产品的普及、媒体出版模式的更
新，给人们带来了阅读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的转变。
我国的数字出版发展也因此呈现出良好势头。

一、数字出版概述
（一）数字出版的定义及分类
从某种广义上讲来说，只要是用一种二进制手

段对作品原创出版的任何一个环节内容进行数字化操
作，都可以算是一种数字文化出版的一部分，实际
上，数字出版主要包括原创出版作品的各种数字化、
编辑作品加工和公众阅读作品消费的各种数字化。

当前常见的数字出版物主要有手机电子书、电子
报、电子期刊、互联网在线期刊信息数据库、在线期
刊数据库等[1]。

（二）数字出版的特点
伴随着我国信息网络基础技术的不断进步飞速发

展，数字出版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在全球，电子书阅
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成为移动数字阅读终端的
主要代表。新闻出版业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反应敏锐，
不少传统出版企业在不断加速数字化转型，在整合内
容和技术资源、搭建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自主开发
或与技术提供商密切合作，推出数字出版产品，拓展
数字出版的新业务，加速推动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
的深度融合，加速推动了多种传播载体的整合。

二、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历程
（一）技术内容
1.电子出版
20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领域存储技术发展迅

速，高容量存储媒介CD-ROM得到广泛应用。90年代
后，计算机系统普遍具备多媒体功能，能够综合处理
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信息；同时，数据库技术也
快速发展，使海量数据能够高效而便捷地进行储存和
检索使用。与传统纸质出版物相比，电子出版物具
有多媒体化、信息容量大、检索方便等特点。1994年
起，以CD-ROM光盘出版物为主要产品形态的电子出版
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出版物形态实现数字化变革的
开端。

2.网络出版
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互联网飞速发展，对人类

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互联网也给人类社会信息传播业
带来了巨大变革，被称为“第四媒体”。网络出版是
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与现代出版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其实质是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和流通渠道，将原始作
品经过采编加工，以数字形式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产
品和服务的信息传播行为。与传统出版和电子出版相
比，网络出版实现了内容生产、营销、发行与阅读的
全程数字化。它包括网络图文、互动多媒体和数据库
出版等类型。网络出版的主要形式为电子图书，互动
多媒体出版包括网络游戏和网络视听出版等。21世纪
的前10年，虽然网络出版能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但
就全行业整体而言，还未建立起成熟的商业模式。

3.新型数字出版
进入21世纪后，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得

新型现代信息产品、传播技术手段不断涌现，出版业
的数字化变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移动互联
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引人瞩目，智能手机作
为一种可随身携带、交互式、具有各种多媒体功能的
强大个人信息终端，被人们普遍视为“第五媒体”，
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移动出版阅读市场。还有一些诸如
平板电脑、数字电视等各种新型数字信息终端，都推
进了数字化的图文阅读。随着数字技术与移动产品的
不断优化升级，数字出版产业领域近两年也突破了网
络出版时代完全基于网络平台与PC终端、商业模式单
一的局限，实现了传统出版商与网络出版商的合作，
出版内容基于网络平台，可被手机、平板电脑、电子
阅读器乃至数字电视等多元化终端便携阅读的局面，
逐渐被市场接受。

三、我国数字出版业现状
自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

发布《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
见》以来，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并实施了一大批
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项目，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工作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阶段性成果。

（一）行业运行状态
随着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出版物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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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数字出版的市场增长速度
也在不断提高。首先，电子书的出版数量不断增加；
其次，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快速增长；再次，
我国当前的电子图书受众群体逐渐扩大；最后，数字
化出版的内容形式多样化也是一个重要表现，产业形
态不断丰富，优质内容供给不断增强。

（二）市场规模
2020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字出

版产业年度报告指出，2019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
体收入规模为9881.43亿元，较上年增长11.16%。其
中，互联网期刊为23.08亿元，电子书58亿元，数字报
纸（不含手机报）8亿元，博客类应用117.7亿元，在
线音乐124亿元，网络游戏713.83亿元，互联网广告达
4341亿元，如图1所示。

近年来，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扶持引导和市
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传统出版单位不断顺应行业发
展需要，以全力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为契机，推进信息
融合深度发展，捕捉新市场需求、拓展新领域、尝试
新业务、推出新技术产品，业务分类结构不断优化调
整，传统书报刊数字化业务的比重逐年增加。

2019年，移动数字出版收入规模为2314.82亿元，
在线教育出版收入规模为2010亿元，网络影视动漫出
版收入规模为171亿元，三者占数字出版收入规模的比
例为45.50%，移动数字出版在我国数字出版领域的主
力军地位稳固[2-3]。

（三）存在的问题
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速，不仅存在传统出版数字

化发展步伐较慢、数字文化出版行业人才资源匮乏、
标准管理体系仍不健全完善、数字文化版权保护力度
有待增加等老问题，还同时出现国内主流数字产品开

发不足、数字技术研发力度不够、数字文化出版产业
过于分散等一些新问题。

四、数字出版前景
（一）发展形势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过程中，数字出版作为出版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创造
丰富、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新型学习阅
读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与
新技术融合的产物，将在国家大力推进数字中国、网
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中受益。

近年来，网络提速降费、大数据、“互联网+”、
分享经济、信息消费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正在推进实
施，各地对数字经济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新兴技术快
速发展和应用不断深化，促使内容生产服务格局加快
更新调整，数字出版作为数字内容产业的主力军，有
望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板块与增长点。

未来一段时期，国家、主管部门及各地方等层面
将对产业发展作出系列重要部署，并且相关政策和举
措会密集出台。伴随“新基建”被纳入2020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文化新基建也即将步入加速期，数字出版
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中将发挥关键作用[4]。

（二）发展思路
发展数字出版业务，不仅意味着出版企业的技术

变革，还意味着商业变革与体制变革，这就要求出版
企业转变发展理念与思路，从内容生产、管理运营、
组织架构等方面全方位创新，建立起符合全媒体传播
格局的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

对于拥有内容资源优势并主动加快转型的出版
企业，要探索出符合自身特色的运营模式与商业模
式，打造自己的垂直渠道，更好地服务特定乃至大众

图1　2010—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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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用户，承担起为人民群众、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
资讯、数据、文献、知识内容服务的重任，在数字经
济、数字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出版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以适应读者需求和新的媒介形式的需求为根本，对出
版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深度开发。第二，建立属于自己
的出版产品基础数据库，以应对各种数字出版载体的
需求。第三，与技术公司合作，建立强大的数字出版
平台，以期推动刊物数字化传播。第四，采用灵活多
样的数字出版模式，促使知识快速传播，方便人们及
时获取信息。第五，充分利用国际数字出版资源，建
立完善的数字化平台。以大众为基础，将内容做足做
强，使其充分满足读者及各种传播媒介的需求，从而
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5]。

（三）保障措施
在政府法治与主流文化的引导下，网络出版、数

字出版将告别野蛮生长、过度引流吸金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随着传统出版企业的广泛、深度介入，以及一
批有责任感的数字阅读企业迅速崛起，使得数字出版
成为主旋律、正能量传播的主阵地。此外，网络出
版、数字出版内容海量、快捷的传播及新兴出版业态
的持续涌现，要求相关法律法规加快修订完善，对不
良内容、侵权等行为的认定与查处更加有力，市场主
体的自律、守法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将有助
于市场整体的健康规范，推动数字出版走上良性发展

的道路。
五、结语
从传统出版时代到数字化、网络化出版时代，需

要向互联网行业不断学习、借鉴及探索，唯有正视问
题，找到适合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路径与方法，才能
最终使我国走上数字强国、网络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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