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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北京地铁中最常见到的是：
有人拿着智能手机进入中国移动手机
阅读基地，津津有味地“嚼”着科幻小说
《三体》；有人拿着汉王，正读着《明朝那
些事儿》；有人捧着 iPad看着刚刚下载
的《三联生活周刊》……
早在 2006年发布的第四次国民阅

读与购买倾向调查中就有数据显示：人
们的图书阅读率下降，网络阅读率上
升。“近两成有读书习惯的国民阅读电
子书，网络在线阅读是最普遍的阅读方
式，手机报和电子杂志的读者规模均超
过 200万人。”这些数据提醒我们，阅读
并没有一落千丈，数字出版的兴起让人
们走进了新阅读时代。于是，在短短的 5
年时间里，原来地铁中人们手中经常拿
着的报纸、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
式各样的数字阅读终端。

局面：三足鼎立

人们手中的纸质书，已经逐渐被智
能手机、电子书阅读器或是 iPad之类的
平板电脑取而代之。这正说明了当下中
国数字出版的局势被三大移动数字阅
读终端瓜分了。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遥遥领先的是

智能手机所引领的手机阅读。在今年由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0～
2011年中国数字出版年度报告》中，一
组数据证实了这个事实：“2010年中国
数字出版产业总收入达到 1051 亿元，
其中，手机出版收入达 349 亿元，占整
个数字出版的 33.26%。”
自 2010年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

运营商先后推出数字阅读平台以来，
“三大平台里要数中国移动的手机阅读
基地运营最为成功，而电信搭建的天翼
数字阅读平台和中国联通沃阅读也势
头强劲。”北京磨铁图书数字联盟总经
理毕建伟说。
近日，在广州召开的 2011中国移

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据中国移动手机
阅读基地总经理戴和忠介绍，目前中国
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已会聚超过 26万册
精品内容，涵盖图书、杂志、漫画、图片
等，每月访问用户超过 6000万，成为了
国内正版图书内容最多的内容会聚平
台、国内最大的移动互联网阅读门户。
实际上，在移动互联网阅读中“玩”

出版的不是只有手机运营商，毕建伟
说，还有很多被忽略的“玩家”。如腾讯
手机读书、新浪手机读书以及 3G门户
等大型手机门户网站也在不断发力、快
速发展之中。此外，手机阅读兴起，逐渐
形成了一种复合出版模式，即纸质书在
出版的同时也能在手机阅读平台首发。
以 iPad、Kindle Fire 为代表的平板

电脑们，凭借着强大的功能优势带领图
书挤入数字出版洪流中，各大在线电子书
平台也是顺势而生、来势汹汹。如盛大文
学联合各大文学网站、传统出版机构、杂
志社，打造出了最大的、最“轻”的中文正
版数字书城———云中书城。
云中书城不仅囊括了盛大文学旗

下网站的内容，还与近 300家出版机构
及众多作家作者达成了合作。此外，当
当、京东、卓越都开始将触角伸向了在
线电子书平台，如京东商城上线音像及
在线读书频道。
然而，早在智能手机、iPad或 Kindle

Fire引领的阅读潮流之前，有一个替代
纸质书的随身携带的产品———电子书，
其中汉王科技就是国内电子书领域中
的“元老”。
“在国内电子书大军中，唯有汉王

是沉下心来做电子书。可目前，以汉王
为代表的电子阅读器正在日渐消退，淡

出人们的视线。”毕建伟说。
在 iPad和亚马逊 Kindle系列产品

的左右夹击中，曾经的霸主汉王其后发
展态势开始陷入萎靡不振：今年上半
年，汉王的产品大幅降价，其中销量较
大的汉王 N510降价 40%，以 599元的
价格进行销售，而高端产品的价格下滑
更高达千元。而近日，汉王股价更是从
去年最高点的 175元跌至了 15元。而
各大出版社的自有品牌专业电子书阅
读器也一同衰落下去，在各大论坛、研
讨会上有关“电子书”的字眼也逐渐销
声匿迹。
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诸多玩家在

数字出版的浪潮中，以各种方式应对着
激烈的竞争环境。然而真的是只有科技
技术决定一切吗？数字出版的未来究竟
由什么决定？

制胜法宝：内容为王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教授李大光手里一共有三个阅读器，两
个是国产的，一个是美国亲戚帮忙买的
Kindle。但比较起来，他说还是 Kindle最
好用。
今年，亚马逊在 Kindle产品中推出

一项新业务，即拿 Kindle便可以自由下

载全美 11000 个大学图书馆的所有图
书。7月，李大光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
学术活动时，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
用 Kindle下载了几百部非常珍贵的资
料，相当于这一个小小的阅读器容纳下
了数十箱的纸质书。这无异于将图书馆
放进小小的电子阅读器，李大光说，这
让科技工作者、学者通过阅读器随时随
地借阅图书馆的书变成了现实。
然而，目前在中国还没有这般待

遇，因为我国数字出版领域中，图书品
种多、数量大的都是原创文学作品。“从
中国移动每月的图书排行榜可以看出，
网络文学作品大行其道，进入前 50名
的传统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寥若晨星；
从每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字出版
产值也可以看出，传统出版在数字出版
中的总产值比例还很小，在 2010年不
足十分之一。”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
干事张洪波说。
在对《2010～2011中国数字出版年

度报告》解读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院长郝振省曾指出困扰数字产业发展
的一大因素是，“优质内容缺乏，同质化
现象严重”。究其原因，中国文字著作权
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分析说，由于传统出
版社数字版权混乱，导致了传统出版社
出版的大量图书无法进入数字出版的

渠道，这是主管部门的悲哀，更是传统
出版社的悲哀。而也正是这一因素，让
很多读书人、学者再次捧起了纸质书。

数字出版如何能改变这一症结，与
Kindle一样在竞争激烈的情况能“以内容
为王”实现优胜劣汰？张洪波说，传统出版
业应该主动拥抱数字阅读，主动寻求数字
阅读空间。因为从我国的文化政策和公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长远发展来看，传统出
版社出版的图书均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
程序，内容质量是有所保障的，应该在数
字阅读中占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纵观中国出版全局，当下传统出版
界在转型这条路上，只是抱着试探心
理、摸着石头过河。张洪波说：“传统出
版业缺乏对数字出版产业的正确认识，
观念落后。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出版集
团、出版社的老总谈起数字出版就心惊
胆战，风声鹤唳，对开展数字出版无从
入手，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和精髓，缺乏
真抓实干精神。”

张洪波认为，传统出版社必须认清
数字出版的实质和前景，即数字出版应
该是传统出版的延伸、补充甚至是发
展，是时代进步的必然发展阶段，二者
总体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某个发
展阶段，某类作品可能会有交集甚至出
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但绝不是矛盾。

在刀锋上跳舞
本报记者 杨新美

新阅读时代来临
本报记者 杨新美

“越界人”许子东
携新作走进高校

本报讯 由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天
津市海上搜救中心、大连海事大学联合
编制，大连海事大学钟铭教授任主编的
《国家海上搜救手册》日前由大连海事
大学出版社出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主任徐祖远为本书
作序。
我国有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

土面积，近 700 条河流，规模以上港口
3000个。随着我国航运业、海洋资源开
发、海洋科考、海上探险、渔业、水上旅
游业等涉水活动的快速发展，海（水）
上活动日趋复杂多样。做好海（水）上
搜救工作不仅是保障水上安全生产的
内在需求，更是促进我国海洋经济科
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该手册共分 11 章和 5 个附录，包

括序言、海上搜救组织体系及其职责、
海上搜救通信、接警评估与初始行动、
搜寻计划、搜寻行动、救助计划、救助行
动、救助结束、后期处置和搜救信息的
发布等，对海上人命搜救，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较强的理论和
技术指导意义，是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坚
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具体体
现。 （杨莉张一峰）

大连海大出版社出版
《国家海上搜救手册》

简讯
年终专稿之三

《科学时报》：目前，版权问题已成
为国内数字出版的一块短板。您曾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完善的版
权保护机制，国内的数字出版很难做
大……很多数字出版企业是‘在刀锋
上跳舞’，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数字出
版基础很薄弱。”目前的真实现状是什
么？
张洪波：数字版权授权过程中，作

者个体往往处于弱势，数字版权交易中
缺乏定价权、主导权，几乎都是“被定
价”、“被传播”，而掌握数字技术和运营
推广渠道的数字出版运营商、渠道商处
于强势地位，数字出版商的结算不清
晰，缺乏政府监管，导致整个产业链利
益分配严重失衡。
比如中国移动与内容提供商的分

成比例是六四分，移动拿六成，内容提
供商仅拿四成，而这四成还要被运营商
分割一半甚至更多，最后到手不到两
成，因为没有运营商，你可能就赚不到
钱。
另外，从传统出版业每月在中国移

动手机阅读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可以看
出，传统出版业几乎就是捧场的观众和
陪衬，几乎就是市场的乙方。这是极其
不公平的现象。
其次，作者和中小出版社授权谈判

时各自为战，分头出击，没有形成统一
战线，对渠道商和运营商不足以形成气
候，无法平起平坐，公平谈判。政府在维
护作者权益和产业发展的利益平衡中，
向产业过分倾斜，过分强调产业发展。
《科学时报》：目前，随着数字出版

潮流兴起，一家家传统出版社都试图试
水数字出版领域，却鲜有成功案例，这
之中主要症结是数字版权归属问题。解
决这一问题，您的建议是什么？
张洪波：数字版权的归属，是最关

键的、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建议各方
签好图书出版合同，把数字版权约定清
楚，利益分割清楚、公平。在此基础上才
能开展数字版权授权谈判和推广。
如作者作为作品的创作者在选择

图书出版或者数字出版时，必须解决将
数字版权保留在手中、授权给出版社或
其他代理机构，还是信托给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的问题，即谁来行使数字版权
授权的问题。
而数字出版的运营商、渠道商必须

完善服务，减少中介环节，给数字版权
的著作权人以应有的收益，与作者、出
版者、集体管理组织或代理商平等协
商，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否
则，数字出版产业将是一个畸形儿或者
怪胎，不会走很远。

《科学时报》：在数字出版过程中，
如果出现版权纠纷问题，各方又该如何
维护权益？
张洪波：近年来，我国法院审理的

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逐年上升，而法
院资源增长有限，90%以上案件均以
调解方式结案。调解成为解决版权纠
纷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应该大力发
展并健全版权纠纷调解机制，政府加
强对建立健全调解机制的指导和监
管。
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表中国

作家、出版社向谷歌、百度维权的实践
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解决数字版权
纠纷的最佳方式。各个著作权人以集体
管理的方式，参与数字出版，集中广大
权利人的授权，由集体管理组织与数
字出版商谈判合作，不但可以降低广
大著作权人的授权成本，而且还能方
便数字出版商解决授权成本，这将是
各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而政府需
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版权意识，
为集体管理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发
展空间。传统出版业者应该放下“皇帝
女儿不愁嫁”的传统观点，积极与集体
管理组织合作，摆正位置和定位，正确
处理与作者的法律关系，提高版权运
用、管理水平。

在这个问题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应该大有可为，传统出版的行业协会
必须有所作为，否则非常容易在新一轮
市场竞争中失去行业协会的应有地位
和作用。
《科学时报》：在数字出版领域，完

善相关版权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监管
网络也已经成为众多业内人士的共识。
有人认为，数字出版在版权法规方面还
应该有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张洪波：数字出版产业的有关法律

法规包括《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

这些法律法规适用于数字网络环
境。然而数字出版作为新兴业态不是脱
离中国法律监管和调整的理想王国，所
以当这些法律法规有些条文规定与社
会发展严重不适应，需要尽快调整、修
订。比如，面对数字出版企业，海量作品
授权很难解决清楚，而产业界又有强劲
的市场需求，是不是可以从法律层面进
行一些调整。比如法律允许集体管理组
织对数字版权授权可以适用延伸集体
许可，即向数字出版商授权会员作品
时，也可以非会员作品一并授权，为使
用者和集体管理组织免责，充分保障权
利人的获得报酬权。

《圣诞毛衣》出版

本报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许子东讲稿》（3卷本）将于近日在全国
各大书城上市销售，这是许子东著作在
大陆首次结集出版。书中既有学院派知
识分子许子东关于“文革”集体记忆的
独特解读，关于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
学的深刻剖析，也有《锵锵三人行》嘉宾
主持许子东关于唱红歌、反三俗、房产
税、潜规则的鲜辣酷评，更有普通公民
许子东首度披露的苦乐人生，亲历讲
述。
作为学者的许子东，获得华东师范

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东亚语言文化系文学硕
士、香港大学中文学系哲学博士。在张
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等学术领域卓
有建树。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兼系主任。
作为公众人物的许子东，于 2000

年底与梁文道一起担任凤凰卫视中文
台高收视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
持，把学术融入日常话题中。
据介绍，“越界人”许子东近期将携

新作走进高校，在北京、上海、广州举办
四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并开展多项活
动，和青年学子分享自己的学术心得与
人生感悟。 （林广）

本报讯近日，一部关于感恩与宽
恕、温暖人心的作品———《圣诞毛衣》由
南海出版社出版。
《圣诞毛衣》作者格伦·贝克是美国

当红电视与电台主持人。本书根据他亲
身经历改编而成的故事，一出版即成为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艾迪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今年他
最想得到的圣诞礼物是一辆自行车。
但爸爸去世后，妈妈不得不同时打几
份工来养家。艾迪还无法体会现实的
艰难，满心期待妈妈能实现他的愿望。
然而，他终究没能如愿。摆在圣诞树下
的礼物，是一件“丑陋不堪的白痴毛
衣”，那是妈妈费尽苦心亲手织成的。
艾迪鄙弃地将它扔在房间的一角。艾
迪没有想到，那将是妈妈送给他的最
后一件礼物……
格伦·贝克表示，他写下自己的故

事，只想提醒我们：世界上最珍贵的礼
物是爱与原谅。人生中总有犯错与遗憾
的时刻，最重要的是勇敢面对伤痛，并
从中学习成长；只要敞开胸怀迎向爱你
的人，他们永远会给你最坚强的支持。

（杨晶晶）

2011 年 3 月 15 日，贾
平凹、刘心武、韩寒等在内的
近 50位作家联合署名发布
《3·15中国作家讨百度书》；5
月 10日，盛大文学诉百度侵
权案尘埃落定，审判裁决，百
度公司侵犯了盛大文学网站
上的《斗破苍穹》、《凡人修仙
传》等作品的著作权，判令百
度公司赔偿盛大文学经济损
失人民币 50万元以及合理
费用人民币 4.45万元……
自数字出版踏入出版界

以来，每年的数字版权纠纷出
现已成为常态。然而“侵权人
违法成本低、受益大，权利人
维权成本高、法院判赔标准过
低”等诸多原因，让大多数内
容提供商和作者却选择保持
缄默，鲜有人真正去上门抗
议、维权，版权纠纷最后总是
不了了之。

今年几起版权纠纷案例，
似乎打破了这一僵局，让人们
在维权路上看到一丝光明。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
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
洪波，请他就国内数字出版版
权纠纷及维权问题进行了解
读。

数字
95%
盛大文学运营平台云中书

城中 95%的书籍都可以免费
阅读。收费类作品的价格也低
廉，其中畅销书《子弹上膛》以
及《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都只合
0.03元 /千字。

25万台
据亚马逊销售信息显示，

其首款平板电脑 Kindle Fire发
布 5 天预订数量已超过 25万
台。

100多万元
8月底，作家出版社宣布向

80 余位作家支付总计 100 多
万元的 2010年度数字出版分
账收益。

数字阅读时代，一
本本沉甸甸的书都变
成了一页页 JPG被塞
进了各式各样的“盒
子”里。这意味着我们
只要拥有一个盒子，就
能随身携带属于自己
的图书馆来来去去。

“

亚马逊 CEO贝索斯

乔布斯与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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