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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10周年。在这10年间，知华友华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
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技术、基建、贸易、文化等各方面合作日益密切，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
根、持久发展，“一带一路”“五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版合作也经历了三个阶段：2013—2015年为探索的初始阶段，2016—2019年为蓬勃发展阶
段，2020年至今进入提质增效阶段。10年间，“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步伐保持同频同向，从全面铺开到层层推进，取得一系列显著成绩和效
果，并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成绩斐然 砥砺前行
——“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十周年综述

□甄云霞

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的早期，
合作图书涉及文学、社科、少儿、科技
等各个领域，选题、内容较为随机，缺
乏内容传播的顶层设计和规划。随着合
作的层层深入和推进，改善传播效能和
话语体系建设被逐步提上日程，日益受
到重视。

出版内容合作更加注重全面、持
续、深入，围绕重点议题，逐步构建独
立话语体系。一是针对市场需求，做好
重点领域图书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多为对华友好国家，一批介绍习近平
治国理政理念、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和治
理观念的图书，以及反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成就、阐释
“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理念的

主题图书，受到许多国家读者欢迎。上
述主题类图书通过已建立出版合作关系
的国家和已顺利开展的出版合作项目，
在对象国陆续落地，并进一步拓展影响
力和辐射力，逐渐向相关地区读者和人
民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
象。二是更加注重故事的共同性、共情
性、普遍性，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发掘其当代价值、世界意义，寻求价
值观认同。出版单位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核心，聚焦全球治理以及各国共
同关切的问题，基于共同价值观来引起
共鸣，同时，避免大而空的渲染，多讲小
而美的故事，以小见大，以情动人，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
慧，从而提升对话语权的掌控力。

出版单位在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层

面的做法有二：一是通过汉学家交流、译
者培训、优秀版权经理人表彰等方式，不
断加强“一带一路”出版朋友圈的关系，
不断总结合作经验，进而上升到理论层
面，反过来指导实践；二是为出版学科建
设提供行业专业人才，培训、扩大出版对
外交流合作的研究队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入，沿
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版友好合作仍有
丰富的空间和发展潜力，部分国家的出
版市场也有待开发，未来大有可为；同
时，出版单位要充分认清国内外发展局
势，脚踏实地、规避风险，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立更加密切、有效的交流合
作关系，从而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提
升国际传播能力，助力出版强国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合作层次从以实践为主升华到理论指
导，提升话语体系建设水平

在过去的10年里，“一带一路”出
版合作从合作模式、渠道手段，到人员
交流模式、话语体系建设等，不断探索
拓展，从因循到创新，从传统到融合，
建立多方位系统化的体制机制。

除了传统的版权输出引进、实物进
出口外，很多国际出版机构和中方出版
机构以资本、项目、联盟为纽带，拓展
多种合作模式：一是对于上游作者和译
者，集聚优质资源，开展合作出版，实
现出版前端流程的深度交流融合；二是
搭建平台，开拓合作渠道，如建立海外
分支机构，提升资本、项目运营的本土
化，以及创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
版合作体、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盟、

“一带一路”中阿友好文库等官方与民

间合作平台；三是在书店等中下游渠道
开展项目合作互动，纵向深入，如“中
国书架”央企项目落地 50 多个国家，
借力工商银行、中国石油等央企与当地
文化、金融等领域互动，促进出版合作
的延伸。

在互动交流上，一方面，出版机
构积极拓展展会的多元形式。从 2016
年开始，中东欧 16 国、摩洛哥、罗马
尼亚等陆续成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的主宾国，而同时国内出版机构也积
极参与沿线国家的书展，并精心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主宾国活动。同
时，各出版机构通过巡回展、春节联
展等，将国内优秀的图书推广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另一方面，除了

常规版权实务合作、参加书展外，出
版机构通过图书图片展、主题研讨、
人员互派、项目共建等途径，搭建平
台、创造机会，建立长期的人员合作
交流机制。

国际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参与主体日
益多元化，出版社和民间力量进行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例如，行业协会加强
对外沟通，提升海外影响力；出版企业
充分发挥优势，把优秀的内容更广泛地
传播出去；各相关方面还注重作家、插
画家、译者等个人灵活便捷的特点，为
其走出去创造条件；出版发行单位还打
破行业界限，借力金融、科技、基建等
企业，使各领域互融互通，打造对外出
版合作立体化矩阵。

合作机制从单一零散到多元整合，逐渐
完善体系

前期，中方在“一带一路”出版
交流合作中，倾向于版权的主动输
出，而沿线国家和地区往往处于被动
接受的位置，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
缺乏双方的交流互动。经过调整和
发展，以及政策的鼓励引导，国内
出版单位从自说自话阶段，逐渐发
展到原创话语、设置议题阶段，从
单向逐渐转变为双向互动交流，着
眼于交流互鉴，共融共通。如亚洲
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以及“中阿互
译项目”“中科互译项目”“中沙互译
项目”等文化著作互译项目，吸纳一
大批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出版行业
主导人物加入，开展高频次学术、实
践交流，保障合作的针对性、互动
性，以点带面，推动亚洲乃至“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双向文化出
版交流合作。

同时，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我国

出版单位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搭建
学术、文学、少儿出版合作的平台，
范围遍及中东欧、东盟、阿语地区等
重点区域，架起中外双方密切合作的
桥梁，以联盟凝聚共识，并以此为基
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
国家出版联盟成立于 2018 年 8 月，截
至目前共举办了 4 届论坛，联盟立足
出版，发挥成员单位资源优势，在
深化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出版合作互
惠、促进双方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截至 2021 年 9 月，“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共有来
自 56 个国家的 319 家成员单位，其中
国外成员单位 263 家，自成立以来，
合作体成员共推动约 5000 种中国图
书在沿线国家翻译出版发行。接力—
东盟少儿图书联盟于 2019 年正式建
立 ， 截 至 目 前 ， 共 有 来 自 马 来 西
亚 、 印 度 尼 西 亚 、 泰 国 、 新 加 坡 、

越南、柬埔寨的 12 名成员，联盟通
过搭建童书出版合作平台，加强我
国 与 东 盟 各 国 童 书 出 版 机 构 的 版
权、出版交流，不断深化与联盟成
员之间的密切合作。除了出版机构
外 ， 联 盟 合 作 突 破 出 版 业 的 局 限 ，
带动其他组织群体和更多的参与者
加入。2021 年 9 月 7 日，中国作家协
会 发 起 成 立 “ 一 带 一 路 ” 文 学 联
盟，得到多国文学组织和文学家的积
极响应，创始会员包括 35 个国家的
30 个具有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和 19 位
各国有代表性的文学家、翻译家，进
一步从出版前端保证优质内容的创作
与交流。2022 年 9 月，北京语言大学
在建校 60 周年之际，成立世界汉学家
理事会，汇聚各国成就卓著、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优秀汉学家与翻译家，以
学术对话推进全球汉学融通互鉴，促
进世界汉学发展。

交流从单向到双向，实现合作共融共通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开展广泛版权贸易的基础上，国内出版
机构积极探索，通过在沿线国家和地区
建立海外分社、编辑部等不同形式的机
构，与当地出版业分层次开展深度合
作：一是通过在对象国建立分支机构或
收购当地出版机构，进行资本和市场的
深度介入，比如中国国际传播集团（中
国外文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
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重点走出去出版单位
先后在沿线国家或地区建立分社；二是
在对象国建立中国主题编辑部，在作者
队伍、编辑团队、市场调研、选题策
划、组稿出版甚至印刷发行等一系列生
产环节与当地出版机构开展合作出版，

如中国外文局在俄罗斯、罗马尼亚、印
度、泰国、印尼、老挝、黎巴嫩、埃
及、土耳其等多国成立几十家中国主题
图书海外编辑部，外研社在保加利亚、
波兰、匈牙利、尼泊尔等国建立中国主
题图书编辑部等；三是采取成立出版、
文化中心或工作室等相对松散、自由度
较高的形式，开展更为灵活的合作，如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多国
建立合作出版中心或工作室，黑龙江出
版集团成立俄罗斯中国文化中心等；四
是拓展分销渠道平台，搭建实体渠道网
络，如山东出版集团在阿根廷、阿联
酋、波兰、俄罗斯、韩国、尼泊尔、塞
尔维亚、匈牙利、意大利、新加坡、泰
国等国家建立多家尼山书屋等。

各出版机构立足自身优势，深入当

地市场，陆续扎根中东欧、东南亚等地
区，建立分支机构，深耕分众化、精准
化，不仅贯彻“一国一策”，更致力于
实施“一地一策”“一域一策”“一时一
策”“一事一策”。这方面的主要做法有
三：一是通过区域重点国家的合作来
带动对其周边国家的影响，如以黎巴
嫩、埃及、沙特带动阿语地区的合
作；二是发挥同一语言圈国家之间的
相互影响，如将印度等国作为英语国
家的重点给予关注；三是对于东南亚
地区，充分发挥我国在网络文学、网
络游戏领域的优势等。出版机构充分
发挥主业优势，致力于在内容建设、
平台建设、产业化运营、双效益共赢
等方面做出特色、做出成果，更加注
重合作的精准性和长效性。

市场开拓从广泛合作到“一国一策”，
致力本土化深耕

2013 年，我国向包括俄罗斯、新加
坡等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图书版权输出在 2000 项左右。随着一系
列文件精神与政策的鼓励引导，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发展迅
猛，2016—2019 年签订的版权贸易协议
增幅近 200%；国家范围逐步扩展，由
2016年的47个国家扩大到2021年的77个
国家。总体来看，2013—2022 年，我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数量
增长近 4 倍，版权引进数量更是翻了数
番，已与8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
的版权贸易，涉及语种50多个，合作国
家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
洲和南美洲，占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国家总量的近三分之二，体
现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版权贸易、出版合作
交流的空前活跃。（见上表）

2020—2022 年，由于疫情带来的阻
隔，国际版权交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
响，导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和
引进数量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而同
时，出版合作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因
此在版权贸易规模上有所缩减。在严峻
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一带一路”版权
贸易能够把握节奏，不乱阵脚，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显示出强韧的定力，同时也反
映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已建立
牢固基础。

丝路书香工程翻译资助项目实施以
来，申报单位数量和申报项目数量屡创
新高，出版机构参与的普遍度和积极性
越来越高；项目资助也由最初的集中在
少数出版单位发展到逐渐分散向越来越
多的出版机构，语种也日趋多样化。
2015 年两个批次共资助项目 546 项，涉
及84家出版机构，27个语种；2022年共
资助 371 个项目，涉及 117 家出版机构，
40 个语种。总体来看，该项目实施至
今，所资助项目共涉及 247 家出版机
构，覆盖55个语种。

丝路书香工程资助图书的类别逐步
优化，更好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一是更
加侧重主题类图书的合作；二是对于文
化类图书，注重大众性与学术性相结
合；三是社科类图书更多探讨中国问题
并由此开展话题探讨；四是科技类图书
更重视对象国市场需求，推出更适合不
同国家的成果。

国内出版机构从响应到配合，从配合
到主动求变，从翻译质量、落地推广、传
播效果等环节努力提高合作图书的出版质
量，合作对象中海外知名出版机构占比增
加，输出图书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并
沿着良性轨道稳步前进。

版权贸易由量变到质变，注重
高质量合作和发展

2015 年年初，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制定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工作方案，成为我国第一份促进与沿
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专项规划。
该方案对出版领域加强与参与国交流合
作的侧重点、路线图条分缕析，为我国
出版业以多种形式加强与参与国合作指
明了方向。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党的二十大
再次重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把国际传播的重
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带一
路”出版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
分，亦是其中应有之义。相关主管部门
通过工程项目资助、社会效益考核等形
式将文件和精神贯彻落实，鼓励、引导
国内出版机构有序开展“一带一路”出
版合作。

丝路书香工程是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
国家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大举措
的重点工程。该工程于“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之后一年内酝酿筹备，于 2014 年年
底正式获得中宣部批准立项，2015 年开
展申报。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
从 2015 年至 2022 年已连续实施 8 年，共
资助2900多个项目，版权输出到87个国
家和地区，涉及55个语种。这是我国在

“一带一路”出版对外合作方面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为促进“一带
一路”出版交流合作发挥重要和关键作

用。丝路书香工程以重点企业为主体开展
的重点项目成为双方扩宽合作领域和丰富
合作方式的有益尝试。自 2014 年启动以
来，丝路书香工程共资助有关出版企业自
主申报项目60项，35家相关企业参与实
施，涉及汉语教材推广、重点图书展会、
数字出版产品、国际营销渠道、人才培养
项目、出版本土化、国际合作出版等七大
类别。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预期覆盖亚
洲47个国家，搭建平台，助力我国与相
关各国文化交流深入开展。截至目前，
我国已与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伊
朗、老挝、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蒙古国、也门、泰国等11个
国家达成经典著作互译合作意向。经典
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
也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中各有侧
重，共同为促进相关合作搭建平台、创
造条件。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作为我国实
施的第一个国家级图书对外翻译资助
项目，自实施之初就支持向俄罗斯、
新加坡、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翻译
出版我国优秀作品。从 2015 年起，支
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力度逐步
加大，从当年的 12 个沿线国家增加到
2019 年的最高峰 36 个。另外，经典中
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
工程、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
也在不同程度上为促进“一带一路”
出版合作搭建重要平台。

政策从无到有，以翻译资助类
项目为重点进行鼓励引导

注：本表根据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委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采集的我国对外版权贸
易数据不完全统计。

2016—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情况

年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个）

在项目总量中占比（%）

2016

47

16.8

2017

66

28.7

2018

60

31.5

2019

64

32

2020

73

35.7

2021

77

32.5

2022

70

31.7

制表：桂政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