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张雪娇 ■版式：王书亮 ■责校：耿道川
2023北京出版高峰会议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

6月16日，以“携手迎挑战 合作促发展”为主题的2023北京出版高峰会议在京举

行。会议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办，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协办。北京出版

高峰会议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品牌活动之一。在本次会议上，来自全球的出版人和专

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发展与合作”“当下与未来”两大议题，共商新形势下如何实现

国际出版合作与共同发展。

中外专家学者共话国际出版发展与未来

出版是文化传播的桥
梁 、 文 化 建 设 的 基 础 工
程，对于积累传承世界优
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融
通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
认识出版在推动人类社会
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中的重大作用。

当前，我国出版业正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期，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支
持力度日益加大，为出版
提供良好的环境，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和教育全面繁
荣为出版奠定坚实基础，
研发投入稳步增长为出版
提供不竭内容来源，健全
的出版体系和多年积累的
出版经验为出版提供重要

生产保障。
中外出版人应进一步

加强国际出版交流合作，
一是强化合作共赢理念，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吸取
彼此发展经验，抓住当前
出版业发展机遇，推动出

版业更快更好发展；二是
提升合作深度广度，共同
策 划 和 翻 译 出 版 一 批 反
映 当 代 中 国 的 精 品 出 版
物 ， 继 续 把 世 界 各 国 的
优 秀 出 版 物 引 入 中 国 ，
共 同 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作 出 贡 献 ； 三 是 拓
展创新交流渠道，加大中
国 出 版 界 与 各 国 出 版 界
的 研 发 合 作 、 信 息 交 流
和 人 员 往 来 ， 共 同 培 养
全 球 化 、 多 元 化 的 出 版
人 才 ； 四 是 扩 大 新 技 术
的 合 作 领 域 ， 继 续 加 强
信息技术交流，共同推动
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
和推广，利用新技术推动
出版业的发展。

加强中外出版交流合作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邬书林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 10 周年。10 年来，“一
带一路”秉持共同合作、
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与互
学互鉴的理念，持续引领
新型全球化发展，推动文
化 交 流 传 播 。 未 来 ， 希
望 中 外 出 版 机 构 继 续 加
强 交 流 与 学 习 ， 促 进 新
的 出 版 繁 荣 与 发 展 ， 推
动 世 界 在 文 明 互 鉴 中 实
现共同进步。

第一，加强多样文明
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书
籍 是 文 明 传 承 的 有 效 载
体。以书为媒，不仅促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而且
有 助 于 增 强 各 国 人 民 之

间的相互了解，让不同文
化、不同地域、不同肤色
的 人 们 共 享 人 类 文 明 最
新成果。

第二，加强国际出版
交流，推动文化贸易。近
年 来 ， 在 中 国 政 府 支 持

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
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
工 程 项 目 为 国 际 出 版 合
作 搭 建 平 台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深 入 实 施 的
新 形 势 下 ， 中 外 出 版 交
流 合 作 应 进 一 步 找 准 定
位 、 方 向 和 着 力 点 ， 促
进 文 化 交 流 互 动 和 合 作
共鸣。

第三，加强新兴技术
研 发 应 用 ， 推 动 业 态 创
新。当前，世界迎来新一
轮技术革命。我们需要进
一步加强与各国优秀出版
机构的交流，探索世界出
版前沿技术创新和应用，
共同建设国际出版合作新
空间。

促进新的出版繁荣与发展
□民进中央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北京市委主委 庞丽娟

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
成就令人钦佩，阿联酋十
分重视多年来与中国建立
的牢固关系。比如，1994
年 在 北 京 建 成 的 扎 耶 德
阿 拉 伯 语 和 伊 斯 兰 研 究
中 心 ， 旨 在 促 进 中 阿 文
化 对 话 。 2011 年 ， 中 国
学者仲跻昆获评谢赫·扎
耶 德 图 书 奖 年 度 文 化 人
物 。 2017 年 ， 中 国 以 主
宾 国 身 份 参 加 阿 布 扎 比
国际图书展。 近年来，我们致力于

搭建阿中之间文化交流的
桥梁，翻译出版了文学、
历史、经济、科技等类别
的中国图书，例如 《中国
文化概览》《中国文学辞
典》 等。今年，我们开始
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合
作，增强中阿之间的翻译
合作。

未来，我们将共同努
力，加强出版文化产业的
交流，进一步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阿布扎比文旅部阿拉伯语中心主席 阿里·本·塔米姆

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
出版集团所属的中华书局
出 版 的 《复 兴 文 库》 作
序，强调坚定历史自信、
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
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出版集团将牢记嘱托，
不忘出版初心，与全国出
版同行一道，推动出版业
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

第 一 ， 担 当 出 版 使
命，继续提高出版供给质
量 ， 打 造 文 质 兼 美 的 精
品 出 版 内 容 。 我 们 将 紧
密 围 绕 国 家 发 展 的 战 略
目 标 和 任 务 部 署 ， 把 宣
介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传 播

优 秀 当 代 文 化 结 合 起
来 ， 精 心 组 织 重 大 主 题
出 版 ， 持 续 打 造 新 时 代
出 版 精 品 ， 为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贡 献 出 版
力量。

第 二 ， 推 动 技 术 赋

能，打造新产品新服务新
模式新业态。我们持续推
动媒体融合与智能出版，
培育打造了 《中国大百科
全书》 第三版网络版、中
华 籍 合 网 、 商 务 涵 芬
APP、三联中读 APP 等出
版融合精品，满足广大读
者阅读新需求。

第三，强化经营管理
水平，推动中华出版品牌
崭新出发。我们敢于打破
现 有 传 统 格 局 ， 进 一 步
拓 宽 国 际 国 内 出 版 要 素
资 源 配 置 空 间 ， 推 动全
流程提质增效，着力打造
特色品牌文化，集团连续
15 年获选“中国文化企业
30强”。

推动中华出版品牌崭新出发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勃

自2001年在北京成立
办事处以来，爱思唯尔积极
与中国的出版机构和科研
机构开展合作。20多年来，

中国作者在爱思唯尔发表
的论文数量从起初的不到
5.2 万篇，增加到现在的 77
万篇，增长了 14 倍。2007
年，爱思唯尔与科学出版社
联合成立合资公司——北
京科爱森蓝传播有限公
司，至今科爱已出版 150
多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
质量期刊。为满足中国的
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增长的
知识需求，我们决定再次
采取行动。6 月 13 日，爱
思唯尔深圳办公室在前海
揭牌。

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励讯集团企业事务总裁、爱思唯尔公司董事长 池永硕

当下我们正面临一个
从知识全球化到智慧全球
化的过程，只有理性思考和
积极实践，才能适应这场新
的变革。中信出版正在用

“一个框架、一个库和三个
端口”构建数智出版体系。

“一个框架”就是发挥中信
翻译版权书的优势，快速推
动出版流程的升级。“一个
库”就是以高品质的数据内
容库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专
家标签，重新形成的内容
库，给智能应用平台提供素
材和内容基础。“三个端”就

是在专业财经信息处理、少
儿科普分级学习和机构学
习型组织服务三个方向推
出人工智能应用端。

从知识全球化到智慧全球化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斌

出版业要发展，既需
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合
作对出版业的发展来说至

关重要，但一定数量的竞
争者也是出版业健康发展
的前提。当前，数字出版和
人工智能给出版业带来新
挑战，我们应该携手上下
游一起应对：搭建交流平
台，来捍卫作者的权利；
和新技术公司开展合作，
用创新技术来改造出版行
业；同业之间可以开展持续
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创造
额外价值；和印刷服务商以
及其他服务商进行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出版业既要竞争也要合作
□英国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全球图书业务总裁、
美国出版商协会董事会成员兼财务主管 贝谨立

学术出版国际合作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中华文
化越来越丰富的研究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关于

“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
国经验”的研究，为学术出
版国际合作提供了不竭源
泉。中国对文化产业的支持
力度显著加大，对学术研究
和出版投入日益增长，让学
术出版国际合作具备了更
好的条件。学术出版国际合
作近年来十分活跃，但市场
渠道还不够畅通。我们必须
不断加强国外市场开发能

力，实行本土化、差异化、精
准化策略，创新国际合作产
业链和产品线，才能融入国
际出版市场。

学术出版国际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赵剑英

近年来，中国取得的经
济成就是非常惊人的。在
过去一段时间，全球经济急

剧放缓，但中国的表现远远
超出其他主要经济体。从
2019年第一季度到2023年
第一季度的最新数据来看，
中国经济 4 年增长 21.0%，
增速远超一些发达国家。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
报告，2019年至2022年，中
国实际工资增长14.7%，年
均增长 4.7%，也远超一些
发达国家。因此，我认为，
应该把强调“以人为本的发
展”作为指导，向世界展示
中国的最佳形象。

以人为本塑造中国形象
□英国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 罗思义

近 期 ，火 爆 全 球 的
ChatGPT 引领了内容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新浪潮。“人
机共生”既是国际传播的模
式更迭，也将成为全球话语
场的关键议题。一方面，中
国互联网公司应主动纳入
地缘政治意义下的国际视
野，打造技术创新、功能复
合的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
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

“人机共生”这一全球议题
将国际体系、政策、身份三
个策略性叙事体系要素有

机地串联在一起，为中国在
国际传播中构建叙事体系
带来新机遇。

人机共生时代的对外传播之道
□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
研究中心主任 史安斌

学术出版的未来关键
在于多种形式的全球合作。
大家都知道人类正面临多

重巨大挑战，其解决方案也
只能来自全球合作，这就是
为什么现在学术对话和交
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2017年，普林斯顿大
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中国
办公室。我们组建了由著名
学者组成的中国学术顾问
理事会，与北京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院联合开办了
年度系列讲座，目的就是希
望通过合作，将中国知名专
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图书
的形式带给广大国际读者。

全球协作是未来学术出版的关键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全球发展总监
布姬塔·夏洛特·范赖因贝格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
局，当下已经时不我待。做
不好当下，就没有未来；未
来不再遥远，当下即未来。
我的判断与思考基于三个
维度：从价值维度看，我们
要打造更多记录新时代、书
写新时代的经典之作，在共
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中发挥更大的不
可替代的作用；从技术维度
看，新技术新应用不断突破
出版的想象空间，我们必须
奋起直追，主动拥抱新技
术，不然就不会有未来；从

用户维度看，人口红利逐渐
消失，年青一代的数字化阅
读日趋常态化，都将从根本
上改变出版的产品供给。

把握出版的当下与未来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玻

出版业应为可持续开
放的未来进行数字协作。
数字化转型使我们能够更
好地实现业务目标，可以为

专家群体创造卓越的数字
体验，可以将世界各地的研
究人员联系在一起。我们
公司是开放获取的倡导者
和早期的采用者，开放获取
不仅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也
是未来所在。我们2010年
出版第一本开放获取图书，
2013年推出第一本全开放
获取的期刊。今天，我们开
放获取产品包含2500多本
图书和 120 多本完全开放
获取的期刊。通过收购和
投资，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开
放获取业务。

为可持续开放的未来进行数字协作
□德古意特出版公司商业副总裁 本·阿什克罗夫特

有人说，数据治理是数
字化转型的“牛鼻子”。我深
以为然，因为数据作为数字
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与传
统生产要素相比，更像一个
导师，或者说一面镜子，时时
在给生产者、服务提供者提
供反馈，帮助其及时纠偏。
外研集团提出“应数尽数，纸
数融合”的口号，意思是，聚
焦核心IP，同时推动所有内
容和服务的数字化，加大数
字教材、智慧版图书、新形态
教材等的内容侧供给力度；
同时纸数联动、销售联动、服

务联动。外研集团、外研社
的数字化是整体从产品生产
到业务生态、从企业治理到
组织能力的全面的数字化。

站在未来看当下
□外研集团（外研社）董事长、外研社社长 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