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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是对《2005-200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的延续与发展
。
与第一部《报告》相比，本《报告》有如下特点：在研究方法上，本《报告》采用数据实证分析与文
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且更侧重于前者。
在《报告》的撰写过程中，研究人员运用产业组织经济理论着力从产业主体、产业行为、产业绩效等
方面对数字出版产业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各领域从业企业规模、生产规模、用户规模、运营及盈利
状况等方面的大量一手数据进行了梳理和解析。
同时，本《报告》第一次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环境加以阐析，以求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脉动进行
深刻追溯。
这些努力可能会有利于读者较好地把握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现状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因果联系。
在结构上，本《报告》在保持了第一部报告结构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将原有的“专题报告”拆
分为“分报告”与“相关专题报告”两部分，以使有关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主体发展状况的部分在报
告中更加突出，层次更加清晰。
主报告、附录部分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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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数据采集方面，本《报告》采用将实地调研及深度采访获得数据、企业提供数据以及与现有公开的
第三方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力求严谨。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在采用第三方数据时力求准确，但由于我们不了解这些数据的采集方法，而
且各方数据出入较大，故我们只能选用据多方佐证更趋于合理的数据，以期最大限度接近我国数字出
版产业的真实情况。
    本《报告》是新闻出版总署的课题。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担任课题组组长，副所长辛广伟和魏玉山、数字出版研究室主任张立
、上海张江数字多媒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溯担任副组长，共同主持了本《报告》的撰写，并
对主报告和有关分报告作了必要的把关及修改工作。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数字出版研究室、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中文在线、互联网实验室、中国出版工
作者协会游戏工作委员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数字印刷分会、数码印刷杂志社的部分研究人员、业界
专家，以及香港地区的出版研究专家共同参与了本报告的撰写工作。
　　2007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超过360亿元。
其中网络广告收入为75.6亿元；互联网期刊收入为7.6亿元；电子图书收入为2亿元；网络游戏收入
为105.7亿元；在线音乐收入为1.52亿元；手机出版（包括彩铃、铃声、游戏等）收入为150亿元；数字
报纸（包括多媒体数字报和手机报）收入为10亿元；博客收入为9.75亿元；网络动漫收入为0.25亿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

书籍目录

主报告　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一、数字出版产业环境分析　    （一）国际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技术环境　    （四）教育阅读环境　    （五）政策环境　    （六）社会
思想环境　  二、数字出版产业态势分析　    （一）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二）收入尚未形
成规模，整体上不足以对传统出版产业构成颠覆性冲击　    （三）竞争格局初现，数字出版产业链初
步形成　    （四）政产学研全面推进　  三、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分析　    （一）收入规模　    （二）用
户规模　    （三）产品（作品）规模　　四、数字出版产业地区分析　　  （一）数字出版呈明显东部
发展快，西部相对落后局面　　  （二）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是数字出版比较发达的城市和省份
　　  （三）各地数字出版发展共性明显，特点突出　　五、数字出版产业问题分析　　  （一）以传
统出版单位为主开展的数字出版业务，赢利模式尚不清晰　　  （二）传统的思维方式制约了数字出
版产业的正确发展-　　  （三）当前的内容加工水平远未符合多样化数字阅读的需求　　  （四）既熟
悉出版流程又了解技术开发与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匮乏　　  （五）数字出版整体上缺乏统一标准　　  
（六）传统的版权保护无法适应网络环境下数字出版的发展　　  （七）对新媒体尚未形成有效的监
管机制　　六、数字出版产业趋势分析　　  （一）数字出版产业的收入规模和品种数量将会持续快
速增长　　  （二）传统出版单位将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三）内容资源将会朝着重组与整
合的方向发展　　  （四）原创网站将会迅速崛起，内容原创将会从平面媒体向网络媒体发展  　　（
五）随着3G手机的广泛应用，手机将会从单纯通讯工具向移动媒体发展　　  （六）出版软件将会从
流程管理为主向内容管理为主转移　　  （七）数码印刷机将会更多地被采用　　七、数字出版产业
对策分析　　  （一）积极探索新的赢利模式，加强投入产出规划　　  （二）鼓励出版单位进行体制
和机制创新，与数字技术公司建立战略联盟　　  （三）积极进行企业流程再造：打造出版产业数字
化全流程系统　　⋯⋯分报告　相关专题报告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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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报告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字出版”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数字化的出版”。
它与传统出版不能截然分开。
它包括传统出版业数字化的全部过程和结果，同时也包括新兴的数字媒体。
前者我们已经看到近年来传统出版业日益加快的从出版工艺到出版介质再到出版物传播与流通方式的
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这个步伐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出版业的生存方式；后者已经被层出不穷且日益壮
大的新媒体公司所证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还是新兴的数字媒体产业，两者已开始出现互相渗透、
互相融合的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以施普林格·爱思唯尔·汤姆森集团和约翰·威立集团为代表的传统出版商正在借
助自身的资源优势，通过对内容资源的深度加工和整合，向新的数字出版巨头转变。
与此同时，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巨头和新媒体公司，如Google、Wikipedia等，依据其强大的信息技术力
量或先进的理念也加入了数字出版的行列。
技术提供商对新技术和行业标准的潜在垄断，引起了全球数字资源的新一轮争夺，并给传统出版产业
带来了新的危机。
在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及中国出版
集团、广东出版集团、四川出版集团等一批传统出版企业正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同时，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中文在线，以及盛大、百度等一批数字技术企业也在加速向媒体公司转
型。
在数字出版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看到数字出版赖以存在的各种环境在2007－2008年有了很大的
发展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国民经济，特别是涉及新闻出版、IT技术、信息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风险投
资规模持续扩大。
在科技活动中，无论科技活动人员情况，还是科技经费筹集额度，以及基础研究、试验发展等均呈持
续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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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数据采集方面，《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采用将实地调研及深度采访获得数据、企
业提供数据以及与现有公开的第三方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力求严谨。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在采用第三方数据时力求准确，但由于我们不了解这些数据的采集方法，而
且各方数据出入较大，故我们只能选用据多方佐证更趋于合理的数据，以期最大限度接近我国数字出
版产业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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