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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刊产业的最新变迁与延续
●宋革新

摘要： 对于 2010—2011 年的中国期刊产业来说， 其发展概况是： 纸质形态规模微长、 经营趋稳、 逆差

堪忧， 电子形态投入加速、 “链” 位前移、 拓展乐观； 其特征和趋势是： 在媒介融合中显露出了比较优势，
生产向 “专志” 靠拢， 消费追求精致化， 营销把握 “炫示”； 其改革发展的主攻方向是政策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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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三季度，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

智能手机市场； ①而智能手机也因 2011 年全年出货

量首次超过个人电脑， ②成为了个人信息设备的新霸

主。 中国电子期刊在经历了 2010 年的 “平板革命”

（以 iPad 为 代 表） 后， 又 在 发 力 顺 应 2011 年 作 为

“智能手机统治元年” 的新形势。
同样， 国内纸质期刊市场在 2010—2011 年也经

历着深度变迁。 例如， 崛起了 《淘宝天下》 这样的

以网络→纸质期刊→网络为运作链条， 以出售 “淘

宝” 这一电子商务品牌资源为营利模式的新型纸质

期 刊。 该 刊 内 容 的 核 心 特 色 是 登 载 所 展 示 商 品 的

“淘代码”， 读者在淘宝网上输入该码， 可直接找到

杂志上的商品， 从而极大地方便了 “淘宝”。 该刊发

行采用 “会员模式”， 即淘宝网大卖 家 在 成 为 会 员

后， 便承担起随商品包裹附送该刊的任务。 这一举

解决了传统纸质期刊的发行量 “损益 悖 论” 难 题。
至 2010 年底， 该刊期实发量已达 60 万份。 ③

而无论是电子期刊还是纸质期刊所经历的深度

变迁， 其实都在追问同一个议题： 在这个媒介融合

迅猛发展的时代， 期刊及其产业将靠什么得以延续？

一、 2010—2011 年中国期刊产业

发展概况： 纸质形态规模微长、
经营趋稳、 逆差堪忧， 电子形态投入

加速、 “链” 位前移、 拓展乐观

1.出版规模： 纸质期刊种数、 总印数有小幅增

长， 电子期刊投入加速、 种数已与纸质期刊相近

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 《2010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

基本情况》 （除另注出处的， 本文所采用数据均源

于此） 显示， 2010 年全国共出版纸质期刊 9884 种，
比上年增长 0.33%。 而 2009 年、 2008 年所出版的纸

质期刊种数与上年相比， 前者增幅为 3.16%， 后者

增幅为 0.86%。 纸质期刊种数年度增幅的这种明显

回落， 意味着在 2010 年， 我国期刊的有限制、 有区

别的准入政策开始面临新的问题： 相关部门认为该

准入的大多已经批了， 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另外， 综合、 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技术三

类纸质期刊的种数与上年相比， 都增加了 10 种。 这

种产业资源配置的过于明显的 “人为” 迹象， 也再

次把是否应尽快让市场对期刊产业资源起基础配置

作用的问题， 突出地提了出来。
纸质期刊平均期印数已连续两年下降， 继 2009

年比上年下降 1.85%之后， 2010 年又比 2009 年下降

了 0.66%。 这说明各具体的纸质期刊生产单位， 确

实受到了新媒体的较大冲击。 但纸质期刊作为一个

传统媒介品种， 凭着种数增加、 单册加厚 （总印张

增长 8.91%） 等因素， 在 2010 年仍保持了整体出版

规模的小幅增长———总印数增长 1.99%、 定价总金

额增长 7.58%。
电子期刊作为期刊业得以延续的希望之地， 各种

生产要素的投入在持续加速。 《读者》 继 2010 年5
月推出自主品牌手持终端阅读器后， 其门户网站“读

者网” 也于 2010 年 12 月正式上线运营， 并具备了在

线阅读、 下载、 版权贸易等商务功能。 知音传媒集团

以纸质期刊 《知音漫客》 为依托， 创办了 “知音漫客

网”， 实现了网上出版发行。 此外， 《三 联 生 活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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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意林》、 《新周刊》、 《中国国家地理》 等实

力较强的期刊出版单位，或推出 iPad 版本，或加强网

站建设， 或与通信商合作等， 都在积极播种、 耕耘电

子期刊领地。 目前， 我国已有期刊网站 580 多家， 电

子期刊总量已达到近万种， ④种数已与纸质期刊相近。

2.出版结构： 纸质期刊月刊是市场主角， 其种

类兴衰显示向期刊特性靠拢者昌， 远离者衰； 电子

期刊正在清晰地介入媒体链前端

从 纸 质 期 刊 出 版 周 期 来 看 ： 有 关 机 构 发 布 的

“2010 年广告刊登前 15 强杂志” 中， ⑤前 10 强 （《世界

时装之苑》、 《时尚伊人》、 《瑞丽服饰美容》、 《时尚

芭莎》、 《服饰与美容》、 《瑞丽伊人风尚》、 《嘉人》

《悦己》、 《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均为月刊， 可见

月刊仍是目前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出版周期类型。
从纸质期刊种类看： 2010 年， 综合类纸质期刊

在 种 数 增 加 2.06% 的 情 况 下 ， 平 均 期 印 数 下 降

10.22%， 总印数下降 10.33%！ 这说明定位泛化的综

合 类 “杂 志” 正 在 快 速 边 缘 化， 因 与 定 位 明 晰 的

“专志” 期刊特性远离， 该类别的命运在媒介融合中

不 容 乐 观； 文 学 艺 术 类 纸 质 期 刊 平 均 期 印 数 下 降

9.36%， 总印数下降 9.71%， 总印张下降 8.99%， 显

示 现 行 文 艺 类 纸 质 期 刊 运 作 系 统 已 不 适 应 市 场 发

展———2011 年 8 月 ， 由 北 京 磨 铁 图 书 有 限 公 司 打

造， 畅销书 《盗墓笔记》 作者 “南派三叔” 主编的

文艺期刊 《超好看》 一炮而红， 上市几天即卖断货

的事实， 为文艺类纸质期刊不同的市场命运提供了

鲜 明 的 反 例 ； 画 刊 类 纸 质 期 刊 平 均 期 印 数 增 长

1.19%， 总 印 数 增 长 7.16%， 总 印 张 增 长 22.38%，
昭示符合期刊 “图片化” 特性的类别正在媒介融合

中获得发展； 而占纸质期刊总品种 24.95%的市场化

程 度 相 当 低 的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类， 平 均 期 印 数 增 长

7.30%， 总 印 数 增 长 9.12%， 总 印 张 增 长 20.86%，
则证明市场之外的政策等其他力量， 仍是我国纸质

期刊业发展不容小觑的因素。
从电子期刊种类看： 微期刊、 平板期刊、 手机

期刊等种类在 2010—2011 年的新发展， 使得电子期

刊在媒体链中的位置清晰地 “前移” 了。 目前， 一

个有报道价值的事件发生后， 会先 通 过 微 博 发 布，
然后网站、 电视、 广播、 报纸等依次跟进， 接着由

时效性相对较弱的周刊、 月刊、 图书等做深入且能

引发人们思考的报道。 微期刊、 平板期刊、 手机期

刊等种类的发展， 已使电子期刊开始清晰地介入了

微博、 网站等媒体链的前端。

2010 年 8 月 网 友 MiniX 开 发 的 “ 微 期 刊 ”

（http://www.miniweek.com） 开始测试， 2011 年 5 月盛

大微博 “推他” 推出了其微期刊测试版 （http://o.sdo.
com）， “微期刊” 已靓丽登场； 在整个 2010 年， 除

了苹果 iPad， 期刊出版商几乎没有其他选择来发展

“平板期刊”， 而到了 2011 年， 随着其他品牌的平板

电脑、 电子阅读器的高速发展， “平板期刊” 超越

了 iPad， 迅速成为了期刊界的一股新生势力； 中国

的 三 大 通 信 运 营 商 均 在 积 极 布 局 手 机 阅 读 业 务

（2010 年 5 月中国移动正式推出手机阅读业务， 2010
年 9 月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向全国所有 CDMA 用户开

放， 中国联通的手机阅读基地也已建立）， 且手机期

刊在几家运营商手机阅读中所占权重在不断提升。

3.经营状况： 纸质期刊部分发行渠道急剧变迁，
但整个行业经营状况趋稳； 电子期刊总体上仍在高

速增长

2010 年我国新华书店系统、 出版社自办发行单

位销售纸质期刊 0.19 亿册 （2009 年是 1.84 亿册），
年降幅 89.67%； 发行收入 （第一次售卖） 10.37 亿

元 （2009 年是 21.73 亿元）， 年降幅 52.28%！ 在 纸

质期刊总体出版规模有小幅增长的情况下， 新华书

店系统、 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发行渠道的超大幅度

萎缩， 表明纸质期刊的发行市场化正在深入和成熟，
一些无比较优势、 不够专业的 “特殊渠道” （邮局、
民营发行公司、 第三方专业报刊发行服务商之外的

渠道） 正在快速退出。

《2011 中国传媒发展报告》 显示， 2010 年纸质

期 刊 全 部 发 行 收 入 （第 一 次 售 卖） 为 169.6 亿 元，
较上年的 166.3 亿元增长了 2%； 广告经营 （第二次

期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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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 总额为 30.8 亿元， 较上年的 30.37 亿元增长

了 1.4%。 纸质期刊第一、 二次售卖同时止住了下滑

颓势重获增长， 且围绕品牌资源的经营 （第三次售

卖） 正依托电子商务而不断创新 （如前述 《淘宝天

下》 依托 “淘宝” 品牌的全新营利模式）， 表明纸质

期刊在媒体融合中所进行的调整已经见效， 整个行

业的经营状况已经趋稳。
而电子期刊因业态多样， 目前还缺乏总体上的经

营数据。 有具体统计数据的只有 “互联网期刊” （以

网络期刊全文数据库形态为主）， 2010 年其收入为

7.49 亿 元 。 但 从 涵 盖 了 电 子 期 刊 的 数 字 出 版 产 业

2010 年收入增幅达 31.97%， 以及与电子期刊经营密

切相关的手机出版、 互联网广告收入分别占到了数字

出版产业总收入 1051.79 亿元的 33.26%、 30.54%等

数据， ⑥可以大致判断出电子期刊总体上在高速增长。

4.读者状况： 纸质期刊读者女性主导、 中青年

为主、 学历较高； 电子期刊在读者 （尤其是年轻读

者） 拓展方面业绩斐然

《中国期刊年鉴 （2010 年卷）》 这样描述我国纸

质期刊读者的状况： 第一， 从性别构成看， 总体上

纸质期刊拥有 38.7%的 男 性 读 者 和 61.3%的 女 性 读

者， 女性读者占据着读者群的主导地位。 第二， 从

年龄构成看， 总体上纸质期刊的读者 15~24 岁的占

20.7%， 25~34 岁的占 36.6%， 35~44 岁的占 24.1%，

44 岁以下的读者占到了 81.4%， 反映出纸质期刊读

者总体上比较年轻， 以 15~44 岁的中青年为主。 第

三， 从学历构成看， 纸质期刊读者的文化程度普遍

较高， 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48.3%。
对于期刊产业来说， 更有意义的是微期刊、 平

板期刊、 手机期刊等电子期刊种类的发展， 使整个

产业开始与最活跃、 最具生命力的年轻读者更密切

地对接。 无论谁在中国有地铁开通的都市的上下班

时间坐过地铁， 他都一定会被由年轻读者所主导的

一场阅读电子化革命所震撼！ 一直致力于让 “电子

期刊”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生根发芽的 “VIVA 畅读”，
截至 2011 年 11 月底， 其用户数已突破 4600 万， 全

年在各平台被在线或下载阅读的电子期刊超过了 3
亿 册。 ⑦而 2010 年 全 国 纸 质 期 刊 的 总 印 数 才 32.15
亿册。 “VIVA 畅读” 作为一家公司所取得的业绩，
已经说明电子期刊在读者 （尤其是年轻读者） 拓展

方面成就斐然。

5.进出口情况： 巨额且连年增长的逆差， 凸现

了我国纸质期刊在国际产业格局中的弱势； 电子期

刊海外开拓取得新进展

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表明， 2010 年我国纸质期

刊进出口逆差为 13404.99 万美元， 与上年相比， 增

幅为 7.11% （2009 年此增幅为 1.82%、 2008 年此增

幅 为 20.67%）。 相 对 于 纸 质 期 刊 当 年 的 产 业 规 模

（200.5 亿 元 ） 来 说 ， ⑧该 逆 差 额 是 巨 大 的———按

2010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最高、 最低平均值

6.72555/1 计算， 占当年行业产值的 4.50%！ 如此巨

额且连年增长的逆差， 凸现了我国纸质期刊在国际

产业格局中的弱势。 如果没有切中时弊的根本性改

革， 此态势恐将难以扭转。
与此同时， 我国电子期刊中目前营利模式最成

熟的形式 （以纸质期刊为主要基础的网络期刊全文

数据库）， 却在 “走出去” 中获得了新进展。 例如，
已发展为拥有 2000 余万在线读者、 世界上全文信息

量规模最大的数字图书馆的 “中国知网”， ⑨在 2011
年针对海外用户推出了 “云出版+云服务+云数图”
平台， 通过近半年的试运行， 已经在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投入使用。 该平台的开通， 为更多的包括期刊

在内的中国出版物走向世界打造了直通车， 必将有

助于世界更多地了解和认识中国。

二、 2010—2011 年中国期刊产业特征和

趋势： 在媒介融合中显露出比较优势，
生产向 “专志” 靠拢， 消费追求

精致化， 营销把握 “炫示”

1.报社、 出版社、 互联网商竞相投资期刊， 期

刊产业在媒介融合中显露出了比较优势

2011 年是 2008 年的世 界 性 金 融 危 机 发 生 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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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刊市场恢复活跃的一年， 《京华周刊》、 《芭

莎艺术》、 《睿士》、 《安邸》 等新刊和 《全球商业

经典》、 《天南》、 《信睿》、 《虹》 等改版刊集中亮

相。 其背景是不断有其他媒介力量 “跨界” 投资期

刊， 如 《京华时报》、 《新京报》 等报社， 中信出版

社等图书出版社， 淘宝网等互联网商家， 或凭借内

容资源， 或凭借渠道优势， 或凭借媒 体 整 合 能 力，
纷纷进入期刊业。 尤其是 2010 年 4 月， 浙报传媒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海浩表示， 该集团将不再

追加报纸投资， 而将加大投资期刊业的力度， 未来

该集团将斥资 30 亿元， 主要用于期刊投资及现代传

媒集团打造。 这可以说是为 “众媒争做期刊图” 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 纸质期刊在我国传媒产业中所占份额为

3.5%， 是比电影 （占 2.7%）、 广播 （占 1.7%）、 音

像 （占 0.3%） 更强势的传媒品种。 ⑩电子期刊在种

数上已与纸质期刊不相上下， 有些品种 （如以 “中

国知网” 为代表的网络全文数据库） 的营利模式已

经非常成熟。 可见， 期刊作为我国传媒业中为数不

多的有较大资本进入缝隙的品种， 具有投资规模相

对小、 盈利可能相对高、 发展前景相 对 稳 的 特 征，
已在媒介融合中显露出一定程度的比较优势。

2.生 产： 远 离 “杂 志”， 向 深 度 化、 独 特 化 的

“专志” 靠拢

如何创造出让受众乐此不疲， 甚至愿意为之付

费的独特阅读/观看体验？ 这是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

中， 每一个媒介品种都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因为无

论是受众付费、 广告商付费还是品牌资源购买者付

费， 其基础行为都是阅读/观看。 而要获得这方面的

线索， 除了把目光投向市场的变迁与延续， 似乎别

无他途。 对于中国期刊业来说， 由于自身的市场化

并没有充分展开， 故在审视 “市场” 时， 我们常不

得不把目光投向境外。
近年来， 世界期刊市场风云变幻， 曾经被视为

行业标志的名牌大刊纷纷败走麦城。 2010 年 5 月，
类似的消息再度传来———有着 77 年辉煌历史的 《新

闻 周 刊》 身 处 被 卖 窘 境， 当 年 8 月 终 被 廉 价 出 售

……但在媒体竞争充分的欧美市场， 有一家期刊却

经营得越来越风生水起， 它就是英国名刊 《经济学

家》 （The Economist）。 该刊 1843 年创立， 发行量

持 续 增 长 ： 1938 年 1 万 ， 1970 年 10 万 ， 2005 年

100 万； 目 前， 其 纸 质 期 刊 每 期 发 行 量 已 超 过 140
万册， 其网站每月的访问人数超过了 400 万； 在危

机笼罩下的 2009—2010 财年， 其税后利润仍增长了

1％， 达到 3800 万英镑 （近 4 亿元人民币）。 輥輯訛在解

释 《经济学家》 一路走来不断壮大， 且 在 “名 门”
同行于新媒体的夹击下大都日薄西山之际， 该刊竟

能加速发展的原因时， 其总裁海伦·亚历山大 （He-
len Alexander） 说： “我 们 是 观 点 纸 （Viewpaper），
不是新闻纸 （Newspaper）。” 这让人联想起美国时代

集团旗下著名的 《生活》 停刊时， 其主编曾意味深

长地分析道： “其他期刊正在专门 化， 而 《生 活》
依然大众。” 看来， 《经济学家》 169 年来在特定领

域埋头营造深度化、 独特化 “专志” 而远离 “杂志”
的做法， 不仅是纸质期刊生存的不二法门， 而且又

何尝不是微期刊区别于一般微博、 手机期刊区别于

手机报等其他手机阅读的根本特征呢？

3.消费： 联系 “碎片”， 追求有 “重心” 的精致

化阅读/观看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 使我们身处

社会的 “碎片” 化程度加剧。 首先， 信息的碎片化

加剧了。 一个有报道价值的事件发生后， 微博能够

迅速予以发布， 门户网站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推

出相关专题……但这些 “专题” 其实普通人根本没

有兴趣去阅读/观看， 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

没有重心的 “碎片”， 是信息垃圾。 其 次， 人 们 阅

读/观 看 时 间 的 碎 片 化 加 剧 了。 网 络 上 传 下 载 的 便

利， 使人们的乘坐公交工具时间、 驾驶私家车等红

灯时间甚至在上洗手间的时间， 都成了典型的阅读/
观看时间。

既然阅读/观看是现代人的 “刚需”， 那么期刊

及其产业如何抓住这些 “碎片” 化的 “刚需”， 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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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链上赢得自己的位置呢？
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L.费德勒在其名著 《大众

传播学通论》 中指出： “期刊一直把兴趣主要放在

我们称为 ‘因果关系’ 上———解释社会及其各部分，
预测发展趋势， 并把零碎的事实联系起来， 阐明新

闻的意义。 换言之， 期刊是伟大的注释家。” 如果说

把 “碎片” 联系起来， 使之具有 “重心”， 从而将阅

读/观看转化为具有良好体验的精致化的阅读/观看，
是期刊在消费方面的一个核心特点， 那么， 从微期

刊、 手机期刊、 平板期刊、 网络全文数据库等电子

期刊， 到传统的周刊、 月刊等纸质期刊， 它们在媒

体链的不同环节上， 去追求不同时空域限的 “联系”

“重心” “精致”， 就必然是期刊在消费方面的重要

发展趋势。

2011 年， 我国纸质期刊市场呈现出高度集中态

势： 文摘类、 时尚类、 汽车类排名前三， 市场份额

均在 10%以上， 市场份额合计在 50%以上。 輥輰訛这些数

据 显 然 在 实 践 上 印 证 了 期 刊 消 费 的 趋 势 ： 追 求 有

“重心” 的精致化阅读/观看。

4.营销： 把握 “炫示”， 契合新时代的符号性物

我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 物我关系已经历了两次重大的

转变： 第一次是从古希腊的超越、 欧洲中世纪的救

赎及中国传统的和合， 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

来的征服和占有， 物的需求上升为人 本 质 规 定 性；
第二次是从人类进入消费社会以来， 征服和占有又

向 “炫示” 转变， 物的功能性正让位 于 其 符 号 性。
例如， 一辆售价 10 万元的轿车和一辆售价 100 万元

的轿车在载人基本功能方面几乎没有差别， 其售价

的天壤之别主要体现于标志不同社会身份等符号性

表征。 如果说媒介从来就与社会身份等符号性表征

关系密切， 那么期刊的情形如何呢？
从 “中商情报网” 发布的 “2011 年 11 月 杂 志

广 告 投 放 TOP10 品 牌” （依 次 为： 香 奈 儿、 欧 莱

雅、 雅诗兰黛、 兰蔻、 玉兰油、 克丽斯汀迪奥、 安

利雅姿、 奥迪、 梅塞 德 斯—奔 驰、 卡 地 亚） 来 看，

均为高档化妆品及高级成衣、 轿车、 珠宝等奢侈品

牌， 可见， 我国期刊产业已经走在 了 契 合 “炫 示”
这一新时代符号性物我关系的道路上。

5.产业链上的 “热” 关键词： 多媒体期刊、 开

放获取、 付费金字塔

目前国际期刊界出现了一些 “多媒体期刊” 的

新形式， 如期刊电视、 电视时尚新闻、 让读者用纸

质期刊来操控电视节目情节变化等模式， 以及常年

跟踪青少年成长的主动式电子期刊等。 国内期刊界

在多媒体期刊方面也动作频频， 如 2010 年， 家庭期

刊集团推出国内第一本全媒体概念期刊 《赢未来》，
借助互联网、 移动通信平台， 实现了纸质期刊、 手

机期刊、 网络期刊的立体协同发展。

“开放获取” 是指让学术文献通过网络供公众

免费阅读。 截至 2010 年 9 月， 已有 16 个国家 53 个

研究机构、 管理资助机构制定了明确的 “开放获取”
政策。 輥輱訛此概念在我国科技期刊界热度急升。 但《中

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 2010》 称， 2009 年实现

“开放获取” 后发行收入 “略有下 降” 和 “大 幅 下

降 ” 的 期 刊 比 例 ， 较 2007 年 分 别 提 高 了 8.4%和

6.8%。 这 表 明 在 我 国 目 前 科 技 期 刊 运 作 模 式 下 ，

“开放获取” 对于期刊经营单位来说还是个有待考量

的选项。
营销大师西斯·戈迪 （Seth Godin） 认为， 媒体

内容存在一个 4 层次的 “付费金字塔”。 从下往上依

次为： “免费内容”， 任何人都可以消费， 其目的通

常 是 吸 引 注 意 力， 为 付 费 内 容 做 铺 垫 ； “大 众 内

容”， 成本低廉， 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流行文化的引

擎； “稀缺内容”， 少见， 因而价格更高； “预约内

容”， 很有限， 因而价格昂贵。 从期刊作为 “连续”
传播物的属性来看， 其纸质形态的未来， 显然主要

在于做引领或顺应读者阅读期待的 “预约内容”， 而

其新近延伸出的电子形态， 至少也应做到 “稀缺内

容” 以上， 才更有希望在媒体链中生存并发展。 另

外， 该理论也再次佐证了 “开放获取” 未必是期刊

产业未来的中心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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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下中国期刊产业改革

发展的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目前第三次到了急寻

“改革突破口” 的时刻。 第一次改革突破， 是以 “实

行包产到户， 是联系群众， 发展生产， 解决温饱问

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的政治判断为基础， 輥輲訛施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第一产业实施市场导向

政策释放， 使我国社会实现了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型；
第二次改革突破， 是以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

命运的一招” 的政治判断为基础， 輥輳訛建设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在第二产业实施市场导向政策释放， 使

社会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型。 从政治判断， 到

市场导向政策释放， 再到社会转型， 是已演绎了两

次的 “改革突破三部曲”。 而无论是我国产业结构升

级的急切要求， 还是前两次改革突破已较高水平地

释放了第一、 第二产业增长能量的现实， 都内在地

规定了第三次改革突破的领域， 必定是在以文化产

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

生提出的 “微笑曲线” 理论指出， 任何产品要进入

价值链高端， 必然会成为与研发设计、 市场营销相

关的文化产业产品， 故文化产业是第三产业的核心。
从 “改革突破三部曲” 的逻辑来看， 如果说在

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实施政策释放， 是第

三个 “改革突破口” 的话， 那么， 相应的 “以发展

文化产业为中心” （这样才能体现出 “一百年不动

摇” 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来） 的政治判断宜尽

快明确， 才有助于本次改革突破的成 功。 事 实 上，
十七届六中全会 “决议” 对文化产业的定位是 “推

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着力点”， 明显已露出了相关政治判断的端

倪。 文化产业， 其功能、 作用及影响 不 同 于 第 一、
二产业， 推动其发展要考虑多重因素， 既要充分借

助市场的作用， 又要在宏观引导、 政策扶持方面发

挥国家作用， 相关政策的制定， 需要借鉴第一、 二

产业的发展经验， 同时也需要创新。 所以， 政策释

放， 必将成为包括期刊产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改

革发展的主攻方向， 而期刊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则

是选择合理的路径和方法， 来落实这一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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