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

责编：王娟创意：金霞质检：李春晓
深读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投稿邮箱：

xywbnews@126.com

500余家出版社中做童书的就有470余家；有的99%都是引进版。 然而，儿童图书

更好的未来在于提升本土原创力

孩子的钱最好赚，一直以来备受商
界信奉的这条金科玉律在图书出版行
业也同样适用。 在“老国展”刚刚落幕的
2018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2

号馆和
3

号
馆两个馆被用来做专门的童书展馆。 订
货会上发布的《

2017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
场报告》 也显示，

2017

年中国图书零售
市场总规模为

803.2

亿元， 其中童书占
整个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比达到
24.64%

， 贡献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销售
额。 近日，记者就童书市场现状及未来
趋势等问题进行调查采访，发现业内人
士对此有着大致相同的判断。 即随着经
济水平不断发展以及国家二孩政策红
利的显现，童书增长势头在接下来的几
年间仍将持续，不过发展方向将渐渐由
高速转向为更注重高质，国内原创力量
也将日益崛起。

[

成就
]

连续
17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童书市场的迅猛增长已是多年来的一个常态。

以童书出版为主业的禹田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安洪
民向记者透露， 近几年来禹田的销售额一直保持着
每年

15%

到
20%

左右的增长率。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中国分会（

CBBY

）主席、著名童书出版人海飞不久前
发表的一次主题演讲中提到的数据更为惊人： 中国
少儿出版已经连续

17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仅在
2014

年至
2017

年的
4

年间， 童书总销售量平均增
速就达

50%

以上，“毫无疑问这是超高速的世界级
速度”。 一份来自国际出版顾问公司的“全球出版业
发展趋势报告”指出，就童书在整个图书市场的比例
而言，目前中国已经以

12%

的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
二，仅次于美国的

13.9%

；而
47.6

万种的童书品种
数量则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在作为图书销售主力军的电商平台上， 童书的
表现同样亮眼。今年年初，当当网公布了近

5

年当当
童书市场的数据报告———在连续

5

年码洋增速超
35%

的基础上，去年更是实现了
60%

的高速增长，总
销量达

4.1

亿册。 京东图书文娱部于去年年末公布
的

2017

年度图书盘点报告也显示，

2017

年最受读
者欢迎的图书品类是童书，其次是文教书、文学书、

社科书、生活艺术类图书———

2015

年童书还排名第
四，到了

2016

年跃居第二，

2017

年更冲上首位。

童书出版为何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禹田文化
传媒董事长安洪民认为国家二孩政策是其中最重要
的一个原因， 童书市场的目标群体———孩子越来越
多，知识水平较高、注重亲子阅读的年轻一代父母也
在增多，整个市场自然会跟着水涨船高。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刘海栖则归
结出四条主要原因： 国家和社会的推动起了重要的
作用，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水准日益提高，阅读推广活
动不断普及， 出版社的市场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可以说，没有市场就不会有童书出版的今天，随着
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和成熟， 童书出版的前景将更加
光明，

2018

年应该是又一个丰收年。 ”

[

困惑
]

国内
500

余家出版社，做童书的
470

余家
不过刘海栖也指出： 由于作

品版权流转频繁易得、 编辑工作
简单化速食化、市场风险小等因
素，导致现在童书的准入门槛不
高。 很多传统出版机构也认为童
书更易于操作， 投入小产出高。

趋利性驱使，童书市场的火爆自
然也引得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投

身其中。 据悉，除专业的少儿出
版社之外，近年来不少传统出版
社也纷纷投身于童书市场，如读
库开办小读库、中信出版社设立
小中信童书、上海译文出版社成
立专门的童书中心等———目前
国内现有的

500

余家出版社中，

完全未涉足童书出版的仅有
30

余家。 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大环
境必然容易导致泥沙俱下的乱
象，有些不法商家跟风、蹭热点，

什么好卖做什么，制造出各种劣
质盗版图书。 据当当童书方面介
绍， 仅

2017

年当当童书在选书
环节就淘汰掉了近

10

亿码洋的
伪劣童书。

[

挑战
]

劣质盗版和盲目引进版
但相对而言， 劣质盗版图书

还是比较容易甄别的， 再加上国
家主管部门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一
直在不断加大， 售书企业也会主
动予以筛选摒除， 因此其对于整
个童书市场的影响并不算大。 影
响中国童书市场后续发展空间更
主要的因素还是引进版权与原创
力量的抗衡。

据了解，如今我国引进版图
书的版税一般是

7%

至
9%

，国内
原创作品版税则是

10%

至
12%

；

另外引进版图书是按销售数结
算版税， 原创作品则按印数结
算， 退货风险全由出版社承担。

如此，出版社当然更乐于引进利
润高、 风险小的国外优秀童书。

安洪民就忧心忡忡地表示： “中

国童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原创力不够，整体少儿图书市场
除少数几个国内作者的作品畅
销外，基本都被引进版垄断。 很
多出版机构为造码洋、 图省事，

良莠不分地大量引进国外作品，

甚至有出版机构
99%

都是引进
版，长此以往会对中国儿童出版
业造成很大伤害。 ”

[

出路
]

童书的未来在本土原创
令人欣慰的是，童书出版从

业人士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足
够的认识。 正如安徽少年儿童出
版社社长张克文所说： “‘十三
五’之前，中国少儿出版经历了
‘黄金十年’的快速增长期，规模
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那么‘十三
五’期间中国少儿出版还会保持
高速增长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
为宏观政策环境、人口政策红利
都更加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大发
展， 只是规模增长的同时还应
伴随质量的提升、效益的改善、

结构的调整，做大的同时要开始
做强。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童书
出版的未来取决于原创空间的
拓展。

当当童书频道主编王悦介
绍， 当当大数据统计发现， 近年

“家长对国外童书不再像前几年
那么趋之若鹜， 越来越多的原创
童书作品受到家长和孩子的认
可”。 比如

2017

年在当当累计售
出的

4.1

亿册童书中，原创作品的
占比就达到了

1/3

。 近
5

年“畅销
TOP1000

榜” 上的原创与引进作
品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3:7

，但
2017

年原创作品的占比跃升到
40%

，

达到历年最高。 尤其是随着《中国
诗词大会》《朗读者》 等文化类节
目的热播，《写给儿童的中国历
史》《少年读史记》《我是中国的孩
子》《字的童话》《十二生肖童话》

等儿童文学类原创作品脱颖而
出，其中新世界出版社的《写给儿
童的中国历史》 至今累计销量已
近

1000

万册。

长期从事童书出版的儿童教

育作家三川玲认为， 中国原创童
书会走跟中国电影一样的道路，

在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的
作家一定能渐渐摸索出一条具有
中国本土特色的融合发展之路。

“如在绘本方面，以前家长和孩子
的趣味严重受到引进的欧美日韩
绘本影响。 如今，中国原创绘本已
经产生了一批有国际水准的作
品，像熊亮的《二十四节气》、黄丽
的《安的种子》，并获得国际大奖
的肯定， 比如熊亮获安徒生奖提
名奖、黑眯获博洛利亚金苹果奖。

估计
10

年后，中国童书市场就能
实现以原创作品为核心力量，呈
现出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精彩。

毕竟母语才能够产生更深厚的文
化链接。 ”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