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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出版的交流传统久远，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马可·波罗游记》、传教士书信集，给启蒙时代的欧洲带去东方图景；近代以来，严复引入《天演论》、林纾翻译《茶

花女》，经典历久弥新；继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作家作品陆续斩获安徒生奖、卡夫卡文学奖、雨果奖……双方的交流硕果累累。

随着出版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出版界的响应，带动中欧文化交流互鉴，中欧出版合作也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出版机构

意识到中国出版市场的重要地位和广阔发展空间，纷纷投入对我国出版市场的开发。我国出版业在服务大外交和促进中欧文化交流合作精神指导下，加强与欧洲出版机构对话交

流，中欧的出版交流合作全面开花。

近几年出版走出去政策不断出台和实
施以来，我国整体对外出版合作规模迅猛
增长，迈上新台阶，同时也带动中欧版权
贸易进入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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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版
权贸易数据，我国与欧洲地区的版权引进
输出比日趋合理，我方对外交流意愿强
烈，输出成果较为显著。

从版权输出引进总体发展趋势来看，
2019年以前，我国对欧洲的图书版权贸易
处于上升趋势，引进输出数量均大幅增

加；2019—2021年对外版权贸易逐步注重
提质增效，同时受疫情影响，与欧洲国家
版权贸易总量减少，尤其是版权引进数量
出现回落，但总体趋势是版权逆差小幅收
窄，回归高质量发展；2022年、2023年对
欧洲各国版权输出、引进总量波动幅度较
小，基本保持稳定。

在版权输出方面，俄罗斯、德国、英
国为第一梯队，占对欧版权输出总量的比
例超过一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波
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等

国为第二梯队，各国数量基本在几十种到
200种之间。在版权引进方面，英国、德
国、法国等国引进数量较多，约占对欧版
权引进总量的比例为80%，其中仅英国就
达到 50%左右；其次为意大利、荷兰、
西班牙、瑞士、比利时等国。除英国、
法国、德国外，荷兰、瑞士、比利时逆
差较大，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顺差较
为明显。除此之外，我国与其他欧洲国
家的版权输出引进数量相对比较均衡，差
距不大。

就主要国家而言，英国、德国、法
国、荷兰等作为传统出版强国，多家位列
全球出版50强的大型出版集团的总部或分
公司均位于该区域，而我国多数出版机构
的规模和国际出版能力与之相比存在一定
的差距，因此在合作中往往是版权的购买
方。我国对英法德一直处于版权贸易逆差
状态，但2019年之后逆差幅度逐渐收窄；而
对俄罗斯呈现版权顺差，且幅度不断扩大。

从版权贸易的合作范围来看，基本覆
盖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合作较少
的国家包括冰岛、克罗地亚、波斯尼亚、
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塞浦
路斯、卢森堡、摩尔多瓦、摩纳哥、马耳
他、立陶宛、黑山、梵蒂冈等，其历年输
出或引进数量往往为个位数；另外，圣马
力诺、安道尔、列支敦士登等国暂无版权
合作，国家覆盖率达到93%，而各语种均
有涉及，覆盖率为100%。

一、版权贸易逆差持续收窄，出版趋于双向合作

国内出版单位努力修炼内功，提升原
创内容的开发和输出能力，并开展特色图
书互译、外译项目，一批批中国当代文学
文艺作品、原创儿童图书、优秀学术成果
被译介到欧洲各国。

中国作协创办“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子计划“扬帆计划·中国当代文学海
外译介”项目；“江苏名家名作”外译项
目将当地文学名家，包括叶兆言、韩东、
苏童、黄蓓佳、鲁敏、徐则臣、徐风、曹
文轩等，学术作者徐小跃、王小锡、周
宪、孙晓云等，及其作品介绍出海；通过

“中俄经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互译项目”，莫
言、刘慈欣、曹文轩、刘震云、余华、毕
飞宇、王旭烽、沈石溪等中国一大批作家
的作品被规模引进俄罗斯图书市场。2022
年，余华凭借长篇小说《兄弟》获得“亚
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最佳外语作品
奖。2024年6月，“中国古代诗词鉴赏系列
丛书（俄语版）”荣获由俄罗斯出版商协
会主办的“全俄最佳图书”之“最佳经典
文学”奖项；第60届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上，中国原创作品表现突出，3部作品获
得提名奖和大奖，充分体现中国原创内容

的实力提升，中国童书正不断走向世界，
向全球传递中国原创内容日益强大的重要
信号。

不少欧洲知名出版机构将目光锁定中
国市场，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图书
市场，也是IP的重要来源地。中国古典文
学名著、当代文学作品在德国广受欢迎，
刘慈欣、麦家、刘震云等作家作品在当地
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阅读中国文学
作品为德国人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历史
和社会的有效途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与我国各大专业类出版社合作出版一系列
学术科技类图书，还有以德古意特出版
社、坎帕斯出版社、欧洲大学出版社、赫
兹普鲁集团等为代表的一批出版机构，均
与我国出版社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将
我国不同领域图书译介到德国市场。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瞩目成
绩，欧洲国家尤其是很多对华友好国家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的国家治理理念
等相关图书产生浓厚兴趣，习近平总书记
相关著作在这些地区备受关注，带来主题
出版类图书的推广热潮。同时，双方就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中国主题类图书的选题

开发和出版开展广泛合作。中国与匈牙利
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本中国主题图书，
如 《孔子的智慧》《老子如是说》《米》
等，并签署“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
图书匈牙利语版合作协议。其中，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匈牙利科苏特出版
集团合作成立了“中国主题编辑部”，推
动了两国优秀的文学、文化作品相互推
介和翻译。

长期以来，法国、意大利、挪威、西
班牙等欧洲多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均开展具
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翻译资助项目且卓有成
效，如意大利一直将中国出版市场作为其
重要合作对象，自2019年至今，意大利政
府设立“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翻译资
助与翻译奖”，参选者通过提交计划书的
方式，获得翻译的资助金。该奖项共包含
5项奖金（每项价值5000欧元），分别提供
给英、法、德、西、汉语作品各一部。国
内在现有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
书香工程、学术外译等走出去工程顺利实
施的同时，可借鉴上述各国资助计划的成
功经验和对外译介模式，促进更多原创内
容进一步走出去，走入欧洲各国。

二、原创输出持续走强，中国内容国际表达能力提升

我国出版机构依托长期形成的海外分
支机构网络，加强产业资本运营，在项目
开展、图书落地和品牌布局方面更加驾轻
就熟；同时，谋求多机构介入和大文化联
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研讨活动，有力
促进双方出版市场的深度链接。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出版基本实现了
欧洲主要国家出版分支机构的广泛覆盖，
同时各出版机构依托自身优势建设特色项
目，如中译出版社的匈牙利“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
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中国国际出
版集团 （外文局） 与英国、德国、西班
牙、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多家出版机构
合作成立的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保加利亚、波兰、
匈牙利成立的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的克罗地亚公
司，山东出版集团的尼山书屋，等等。

尤其是对于合作条件较为成熟的国家
拥有多家分支机构，如在俄罗斯，据不完
全统计，有人民画报社莫斯科分社、黑龙
江出版集团建立的中国文化中心、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的斯维特出版社、多家中国

主题图书编辑部和尼山书屋，以及民营出
版机构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我国出版
社在匈牙利的资本运营及分支机构的设立
主要以对外汉语教育、中国文化传播方向
为主。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布
达佩斯设立了代表处，在匈牙利罗兰大学
设立“中国主题书架”，以推广中国文化和
出版物。中青国际通过与当地有影响力的
出版社的分销、合印合作，建立起遍布英
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德国等国
的出版市场发行网络，还有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的凤凰书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的意大利中国馆等。从规模扩展到稳扎
稳打，重点放在对现有分支机构和中国主
题图书海外编辑部的持续经营，同时借助
多方资源和力量，探索更多的项目合作。

从去年开始，渡过疫情难关，国际出
版市场逐步恢复线下交流沟通，我国出版
单位对外参展热情高涨，积极组团赴欧洲
参加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博洛尼亚国
际童书展等，并取得空前的成绩。2023年
10 月 3 日，中国—西班牙文明交流互鉴暨
文学出版论坛在马德里举办，两国在版权
贸易、文学作品互译、书展平台等方面开展

深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2024年5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合作成
果展在宁波图书馆举行，参加人员涵盖国
内外政府部门、出版、学术、媒体各界人
士。在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
之际，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山东出版集团、国图集团、四川新华文
轩等出版机构纷纷通过举办学术研讨、参
观访问等方式与法国出版业开展交流合
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
文化学院共同主办“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回
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来自两国智库、高
校和科研机构等百余名专家学者深入研讨
交流，同步举行“中法学术交流”专题书
展，展示众多中法学术出版成果。

在既有状况下，可充分调动驻各国的
使馆和中国文化中心、海外汉学家、资深
翻译家、欧洲各国图书馆、行业协会、民
间团体和个人等，从而集合政府身份优
势、高校人才优势、学术资源、渠道资
源、行业组织力量等，在此基础上探索创
新，推动实现内容、渠道、平台各个层面
的深入合作。

三、多领域全方位协作，交流形式多样多元

欧洲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各有不
同，如西欧、北欧和部分中欧国家经
济较为发达，英国、西班牙是传统的
海上强国，而法国、德国是工业强
国，为文化强势输出方；而中东欧部
分国家，如波兰、捷克、罗马尼亚、
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经济相对欠
发达，与我国的出版合作更趋于双向
流动的状态。同时，各国的政治制
度、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等情况纷繁
复杂，因此，我国与其出版交流呈现
区域化差异。

英国出版业发达，拥有众多大型
跨国出版集团，对外图书出口量世界
第一，也是在欧洲国家中我国出版物
进口额和版权引进数量最大的国家，
其重要地位不可忽视。中英两国出版
交流与合作十分密切，英国许多出版
公司与中国出版界一直保持着良好
的出版合作关系，包括企鹅兰登书
屋、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布鲁
姆·斯伯里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等；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多年来深耕
英国出版市场，在促进中英出版各
层面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年借
助伦敦书展等机会，中英出版高层
加强面对面交流，进一步加深互相
理解，为下一阶段合作奠定坚实基
础。长期以来，法国对中国的图书
进出口结构一直较为稳定，截至
2021 年，汉语作为法国对外版权转
让和合作出版数量最多的语种已持
续 11 年。而中国图书在法国市场上
的进口地位也日益显著，发展态势
良好。2018 年以来，我国在对法国
出版合作中版权引进品种数逐年减
少，版权输出和引进方面开始日益
趋于平衡，结合当地市场需求，扩
大文化交流。2022 年法国共售出
14342种图书的翻译版权，这是第一
次在主要翻译语言列表中名列第一的
不是中文，由西班牙语取代，而中文
下降到第二位。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我国与法国
的出版业交流合作迎来崭新的契机。

自2018年开始，俄罗斯连续位居中
国图书版权输出国和引进国前五
名，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顺差最大
的国家。

上述国家对于欧洲乃至世界范围
内的同语种出版市场带动作用非常明
显。如我国与英国的出版合作可带动
与其他英语国家的合作；通过法国、
西班牙、葡萄牙的合作实现对同语种
区域即部分非洲、南美地区的辐射；
而在实践操作中，出版机构往往加强
英语、俄语等大语种的翻译，以此为
欧洲其他语种翻译提供基础文本。

对于中东欧地区，区域带动效果
则更为明显。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
联盟成立以来，在版权贸易和促进出
版交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目前拥
有会员单位 65 家，涵盖单体出版社
150多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
业组织。匈牙利作为中东欧地区的重
要国家，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
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合作
机制的推动下，不断加强与我国出版
界的广泛合作。塞尔维亚与我国多年
来持续推进文化合作，我国图书在该
国市场大量传播并广受欢迎。今年，
双方在文化合作领域达成一系列协
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
游 部 与 塞 尔 维 亚 共 和 国 文 化 部
2025—2028年文化合作计划》《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与塞尔维亚
共和国文化部关于贝尔格莱德中国文
化中心揭牌的联合公报》，期待在新
的文化合作框架下，双方出版合作取
得更多新的成果。

当前，出版界的区域国别研究热
情空前高涨，商务印书馆在今年5月
成立区域国别研究出版中心，发挥自
身学术出版优势，打通内部资源和学
科资源，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化。
出版机构关注各个区域重要的支点国
家，明确各个国家的区位优势、出版
特色等，从而探索更精准的合作模
式，在实现我国出版在欧洲区域传播
效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语种和区域带动，
支点国家辐射效果显著

中欧双方出版机构抓住变革机
遇，主动拥抱新技术，加大创新力
度，探索更多形式灵活的融合出版领
域合作。

电子书、在线数据库平台等多形态
数字出版物的合作出版占比大幅提升；
越来越多科技公司参与出版端的对外
合作。2023年6月，数字阅读企业掌阅
科技与企鹅兰登达成英文原版电子书
版权合作，引入企鹅兰登多部重磅优质
IP，为用户带来更丰富、更多元、更优质
的英文原版书数字阅读资源。

相较于传统实体书店，网络销售
平台更易于对受众进行分众化、差异
化的图书数据匹配，优化配供路径、提
升服务效率。通过与欧洲主流电商合
作，国内出版单位将出版物通过越来
越多的渠道销往欧洲各国。2021年9
月，英国The Book Depository（TBD）
公司与江苏省新图进出口有限公司达
成中文图书销售合作协议，有效激活
海外图书电商销售新板块，开启中文
图书海外供应的新业态。

网站、社交媒体进一步普及，打
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内容和文化
产品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通过全
媒体运营推广进入欧美主流本土化数
字渠道，形成多元化的传播网络。目
前，TikTok 等日益成为欧洲图书传
播和销售的重要平台，在本土化图书
推广阶段，我国出版单位与外方出版
社合作，在上述社交媒体举办书评征
集、转发赠书、晒图等活动，扩大中
国 图 书 在 大 众 读 者 中 的 曝 光 率 。
Scaffale Cinese 是一个专注于介绍与
中国相关图书的意大利网站，主要内

容包括介绍和评论有关中国的小说、
散文、历史、文化等各类图书，以及图
画书和青少年读物，从而展示中国文
化的多样性和深厚底蕴，其持续更新
并在推特上产生较高关注度。

人工智能技术具备互动性、精准
性、个性化的特点，有助于显著提升内
容合作生产和传播效能。在参展上，
双方出版机构充分运用虚拟现实、元
宇宙等科技手段来展示优秀出版成
果，从而加深了解和互鉴，促成合作。
在学术和专业出版领域，励讯集团、威
科集团等与我国出版机构拓展数字出
版合作模式，利用 AIGC 再造出版流
程，重塑内容生产传播模式和机制。
威科集团与我国多家专业类出版机
构、科研院所签订合作协议，提供定
制化数字化解决方案和服务。励讯
集团致力于实现从出版到信息工具再
到数字分析解决方案的转型，在中国
市场开创多元化的业务增长点，建立

“研、产、销”一体化市场，让在中国研
发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

在对外市场开拓中，可主动找寻、
发掘更多热爱我国出版业的创新型网
站平台、出版机构，将之培育成中国文
化的优秀传播者。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世界多极化和地区冲突动荡日益
频繁的环境下，希冀中欧出版业的友
好交流合作能够为区域稳定注入更多
和平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新的动能，为世界文化发展和繁荣
带来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

五、多媒介多形态加持，
新质出版力赋能传播

表1 2017—2021年我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出版物版权贸易情况
单位：项

输出 引进

类别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四国总和在版权贸易
总量中的占比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496

533

505

509

445

2991

3317

3420

3291

2659

222

286

194

126

166

1164

970

1056

865

762

498

507

389

420

435

951

844

1234

935

888

309

477

954

894

1025

93

78

82

116

101

11.04%

14.11%

13.78%

14.03%

16.22%

28.69%

30.95%

36.25%

36.7%

36.09%

输出 引进 输出 引进 输出 引进 输出 引进

注：本表中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

志合越山海 携手上新阶
——我国与欧洲出版业合作现状分析
□甄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