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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为传统出版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出版业纷纷探索融合

发展的路径。主题出版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融合发展的探索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文章对主题出版的

市场状况、产业链主体、产品形态和营销模式进行了重点分析，并从搭建资源平台、依托技术创新、建

设营销推广新模式等角度探讨了主题出版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推动主题出版朝着数字化、融合化的方向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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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ll-media era,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media integration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exploring the 
path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me publishing also follow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has ac-
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 in explor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
ing the market situation, industry chain subjects, product forms, and marketing models of theme 
publishing, and discusses new path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me publishing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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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f building resource platforms, relying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ng 
new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models,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me publish-
ing towards digitization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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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接收途径的多元化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自 2003 年主题出版诞生

以来，主题出版内涵和外延在发展中不断扩大，并且舆论引导作用越来越凸显。近年来，中央对于意识

形态工作越来越重视，主题出版必须把握好机遇，在融合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创新，更好地发挥主题出版

在弘扬时代主旋律、凝聚社会力量、传播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2. 主题出版发展现状 

主题出版项目实施十多年以来，因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迅速发展，出版的质量和效益也迈上新的台

阶，成为出版市场中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出版社也进行了融合发展的尝试

和探索，在产业链、产品形态和传播等方面的融合已初具雏形。 

2.1. 市场热度持升，产业链融合增速 

近年来，主题出版的热度持续上升，吸引了更多的出版社和企业进入主题出版领域，产业链主体之

间或相互竞争、或协同合作，促进了主题出版的融合发展。 
1) 出版机构的竞争格局 
目前主题出版的发展趋于稳定，并且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出版社品牌。2020 年共有 550 家出版机构的

27,062 个品种参与到主题出版的市场竞争中，数量已经连续 5 年保持增长，并且在传统出版领域有 61.33%
的图书出自中央级出版社，其他则来自地方和高校出版社[1]。在主题出版数字化方面，传统出版社也持

续发力，利用自己的内容资源优势打造数字精品。例如：学习出版社利用自身出版社的重点主题图书录

制有声读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有声读物的录制通过精密部署和严格的

质量把控成为主题出版的数字精品，上线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可见在传统出版机构的主题出版市场竞争

中，中央级出版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地方和高校出版社也因积极发展特色分得一杯羹，随着主题出版

热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这一竞争中。 

2) 产业链主体的协同合作 
随着数字出版的兴起，许多数字内容的分销商、技术服务商也纷纷加入主题出版数字化的行列。在

主题出版中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壮大主题出版数字化的力量。学习出版社基于喜马拉雅庞大的用户体系，

与喜马拉雅合作推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有声读物，吸引了喜欢听书的用

户，目前已累积 1.55 亿的播放量，学习出版社的账号也积累了十几万的用户订阅，延长了图书出版的产

业链，实现了利润的增长。“党员小书包”是依托人民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内容资源优势与百分点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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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合作开发的，其海量的理论资源受到用户的欢迎，目前拥有数十万

的活跃用户。我们可以看到，出版社与产业链其他主体的协同合作既解决了主题出版数字化过程中的技

术难题，也拓展了数字产品的销售渠道，双方实现了合作共赢。 

2.2. 阅读需求变化，产品形态数字化 

在全媒体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并不限于传统的阅读方式，信息的获取途径越来越碎片化、数

字化。数字阅读也成为了更多人的阅读选择，主题出版融合发展的方向便是数字化，主题出版产品形式

也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 电子书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数字阅读因其便捷性而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电子

图书是最先发展起来的，也是主题出版数字化的首要选择。相对于其他数字出版形式，电子书的投入成

本最小，但却能在其他渠道扩大图书的影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推出电子书的主要方式是与数字

阅读平台进行合作。中信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图书《历史的跨越性：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就与多个数字

阅读平台亚马逊、当当网、豆瓣阅读等进行合作推出电子书，从多个渠道进行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扩

大了图书的影响，收获了电子书读者的喜爱。 
2) 有声书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6%的成年人有听书习惯。有声读物市场已连续 5 年均保持

30%以上的增长[2]。有声书在短时间的发展便取得了如此迅猛的增长，其市场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为了

吸引“听书”受众，主题出版必须占据有声书市场。出版社推出有声书既可以选择与有声书平台合作，

也可以自己组建团队进行制作，但是因为有声书的投入成本较大，出版社没有完整的制作体系，所以出

版社大都选择与有声读物平台进行合作，中共中央出版社《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和喜马拉雅有声平

台合作，目前在喜马拉雅已有 541 万的播放量。图书的影响力扩大带动了纸质图书的销量，听书平台和

出版社实现了双赢。但随着对私域流量认识的不断加强，一些比较知名的出版社开始自建有声平台，搭

建私域流量池，人民文学出版社打造通过微信小程序打造有声店铺“人文读书声”，将更多的纸书读者

吸引到了自建平台，培养更多的忠实用户。 
3) 数据库 
因为数据库的建立需要丰富的内容资源、技术人员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数据库的建立还需

要时间成本，并不能马上获得收益，数据库的建立相较于其他的数字化方式难度更大，对出版社的要求

更高，所以很少有出版社能够独立完成，所以对于主题出版数据库的建立需要政府和“按照分层出版社

合作开发。“纪念小康工程”国家数据库按照“分层分级、总体联通”原则建设国家、省、市和县四级

数据库，出版系列丛书，忠实记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奋斗历程，为新时代中国留下“小康印记”，

这对之后主题出版数据库的建立积累了经验，为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2.3. 营销渠道多元化，传播效果可视 

在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使得信息的传播渠道多样，营销的方式也呈现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主题出

版的营销方式逐渐有以下几种： 
1) 官方账号 
官方账号主要是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APP 等，这些是出版社最先建立的账号，是出版

社发布出版信息、进行营销宣传的主要渠道，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因为对于出版社来说，微信公众号平

台操作简单便捷，成本投入少，通过推文来发布出版信息，吸引用户阅读，而且传播效果可以通过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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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粉丝数量以及推文的阅读转发量的多少体现出来，而且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生态化发展，其对于出版

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电商平台和数字阅读平台 
在这些电商平台中，出版社在账号中搭建自己的图书销售结构，通过简单的动态更新来吸引用户注

意，用户通过出版信息来选择，这些电商平台为图书带来直接或间接的销量推动，既能起到对图书的宣

传工作，也能实现利润的转化。 
3) 自媒体视频平台 
自媒体视频平台主要是微博、抖音和小红书等渠道，这些渠道的宣传模式更加生动化，主要通过文

字或视频的形式更加直观地展示出版物，更加生动地传播出版信息，而且互动效果好，能够对图书的销

售达到一个引流的效果。 

3. 主题出版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 

在全媒体时代，主题出版在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发展却不能停滞不前，应该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存在的不足，继续创新主题出版的融合发展之路。 

3.1. 立足自身优势，拓宽融合道路 

随着主题出版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市场竞争中，无论处在哪个层级的出版社，

都应该依据自身优势，拓宽融合发展的道路。 
1) 依据特色突破，积极寻求合作 
随着主题出版的融合发展，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地拓展完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版社需要发掘自

身的出版特色，方能在融合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出版社可以将重点产品、特色产品进行数字化产品开发。

出版社在数字化产品开发时大多选择与数字阅读平台的合作，比如掌阅科技、喜马拉雅等，因为这些数字

阅读平台在用户和渠道上占据优势。然而，这些数字阅读平台对于出版社的内容资源并不是一概采纳的，

尤其是在平台内容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具有特色的品种更容易受到平台的采纳。除数字阅读平台外，还要

将目光聚焦于其他自媒体平台，实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创新主题出版的融合发展之路。 
2) 搭建知识服务平台，强化服务意识 
主题出版在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知识内容直接触达用户，随时检索、随时呈现，

随时生产、随时分享，主题出版获得了跨越式发展[3]。出版社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搭建主题出版知

识服务平台，促进用户的成长。头部出版社在搭建平台上极具优势，因为他们在某一领域具有丰富的资

源积累，而如何吸引用户、做好服务是他们应该思考的。以人民出版社的“党员小书包”为例，它是依

托人民出版社内容资源建设的党员学习平台，通过推送学习内容、制定个性化服务而受到党员的欢迎。

人民出版社也在服务方面进行反思，在学习形式和考核考评等方面以用户需求出发，提供更贴合需求的

学习形式和客观科学的量化考评，这些需求满足了用户的学习需求，受到用户的欢迎。 

3.2. 依托技术发展，创新产品形态 

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出版物的形态也在不断丰富，出版社在创新出版物形态时要注重互动性和交

互性，实现“一书多做”，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出版社开始尝试将 VR、AR、
MR 技术融入图书，这些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图书的内容，使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如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融合出版作品《朗读者》，内容来自综艺节目，而后又在书中融入 AR 技术，用户只需下载安装 APP，
就可以利用手机扫码直接观看视频内容，满足视听需求。利用这一模式，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融合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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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咏流传》《谢谢了，我的家》《开学第一课》等产品[4]。这些技术在图书中的应用还有很多的进

步空间，需要继续研发，提高运用水平，使它更易操作和存续。 
“图书 + ……”产品链不断延长，电子书、有声书和短视频成为图书数字化的主要形式，但出版社

也在积极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积极寻求其他的传播模式。“图书 + 影视”、“图书 + 广播节目”、

“图书 + 手游”等产品形态也处于不断的探索阶段，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将图书和影视相结合，推出的“追

寻者”就是采用了图书融合记录电影的形式，极大地拓展了图书的内容。未来主题出版会以更加多元的

形态出现在大众面前。 

3.3. 重视社交平台，拓宽营销渠道 

在全媒体时代，信息无处不在，出版社在进行宣传时应重视社交媒体，创新传播路径，拓宽出版物

的营销发行渠道。 
1) 重视社交媒体平台，实行精准投送 
当前社交媒体平台在传播信息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很多人特别是青年用户获得信息的第一途

径，所以出版社一定要重视社交媒体平台对图书营销的重要性，不同的媒体平台采用不同的推送方式，

发掘潜在用户。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人民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每天都进行推文，文章的阅读量大都在六千左右，

最高的达到几万。而在微博账号中有 113.4 万的粉丝，共发微博 11,020 条，其中热门内容条数 94 条。虽

然每天都在推送文章，但除热门文章外，其他推文的点赞、评论、转发的数量上很难过百，这是人民文

学出版社需要思考的，如何形成以微信公众号为主，其他媒体辐射的营销方式，针对运营数据总结用户

特点，发觉用户深度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推送，吸引用户阅读。 
2) 借助直播和短视频，形成新的营销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线下的营销模式大打折扣，营销渠道向线上拓展，当前比较热门的消费模式：直

播带货，通过精准推送、讲述的内容信息详细地介绍给读者，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加强了用户

的购物体验。主题图书具有政治性和严肃性，但是一些类别的图书，如文学类、儿童类的主题图书都可

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营销推广。除了直播，短视频的营销宣传也成为常态。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抖音账

户上发布一些视频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输送图书价值，介绍图书信息，也可以达到引

流到直播间效果。总之，这种新的营销推广模式适合一部分的图书类型，出版社应该选取合适的营销方

式来推广图书。 
在全媒体时代，主题出版在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还需不断创新，推进产业链融合，创新服务模式；依

托新技术，创新产品形态；重视社交平台，创新营销模式，推动主题出版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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