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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6月21日，第三十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举办 2024BIBF 国际插画论坛、BIBF 插画之夜暨
2024BIBF国际插画大赛颁奖仪式。

2024BIBF国际插画论坛以“全球化背景下插画行
业的创新发展”为主题，深入分析国内外插画行业的现
状和前景，共同探讨插画如何更好地为各领域赋能。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凯
宣布BIBF国际插画大赛组委员会成立，宣读本届组委
会成员名单。

插画艺术家郁蓉表示，图画书作者这份职业让人
拥有一种丰富纯真的精神、创造一个自由独立的世界、
体会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享受一份时空穿越的幸福。

学乐出版集团亚洲区副总裁李素媚强调了童书出
版社在插画行业创新发展中的责任与使命，希望业界
共同推动插画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培育与扶持插画人才、推动创新内容的品牌化。

人民邮电出版社副总经理陈昇介绍说，邮电社以
出版为本，传播美术知识、传授绘画技能、提升大众审
美，包括做好传统插画教程类图书的出版，为绘画初学
者、插画爱好者提供高质量出版物；以信息技术为手
段，不断升级产品形态与教学模式；以用户需求为中
心，打造“从学习到实践”的一体化教学方案。

AI能否替代插画师的工作？比利时Clavis出版社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菲利普·瓦力克和挪威插画艺术家
克里斯汀·罗斯基夫认为，虽然AI等技术飞速发展，但
插画艺术的美妙之处正在于人脑所提供的创意和审
美，论坛为插画艺术家们带来了启迪和信心。

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副教授冯烨介绍，
工作室的绘本教学涉及童书、图文小说、概念设计、社
会研究、传统文化等多个领域，以培养具有编辑和策划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

上海马利画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闫加伟表示，
作为承载着中国百年历史的品牌，马利画材不仅仅是
颜料的制造者，更是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积极
参与者与推动者。马利画材积极助力年轻一代的艺术
家、插画师的创意梦想起飞，共同构建更加多元、开放
的艺术生态。

当天，中国出版协会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与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BIBF插画
之夜暨2024BIBF国际插画大赛颁奖仪式。本届大赛
最大奖项BOB全球大奖由中国插画家詹欣媛凭借作
品《时与光剧院——长信宫灯》获得。

业界人士共话
插画行业创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左志红） 6 月 22
日，由北京印刷学院和中国出版协会主
办的第二届出版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在京
举行。围绕“人工智能应用与国际出
版教育”主题，国内外政产学研各界
专家展开深入研讨。

来自行业协会的代表认为，出版人
既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也要防范其带
来的各种风险。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
书林表示，人工智能必将加速出版业的
变革和重塑，在此过程中，出版人要积
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探索人工智能
在出版教育和出版业中的应用和价
值，也要认识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
和带来的挑战，不断探索和完善相关
的应用方法和策略。国际出版商协会
主席卡琳·潘萨提出，出版商未来将以

各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积极利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来改善商业实践、提升
出版价值；同时要确保大型科技公司
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以透明、负责任
的方式使用出版作品，不能支持技术
拥有者未经许可和无报酬使用出版作
品。英国出版商协会副总裁卡特里奥
娜·史蒂文森建议，出版业应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如何在出版实践
中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更好地发挥人
类创造力和保护知识产权。

当前，人工智能带来了划时代的技
术变革，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
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发展之要。中宣部
进出口管理局局长张泽辉表示，我们要
主动研究、主动跟进新技术，积极探索
在出版物数字加工、数字呈现、数字传

播等方面的落地应用；要加强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
发挥好各类实验室、研究院、研发基地
作用；要加强对数字技术的研判，瞄准
新技术带来的基础问题、重大问题深入
研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攻关，推出
一批标志性研究项目，转化一批前沿性
学术成果。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
达品表示，将鼓励支持各高校开展中外
出版教育合作，为国际出版业提供高素
质创新型人才供给，推动出版教育高质
量发展。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全球图书业务
总裁汤恩平，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
研究组织出版总监阿伦德·库斯特，外
研集团 （外研社） 党委书记、董事长、
外研社社长王芳等业界翘楚认为，在数

字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出版
商需要更加数字化、更有灵活性、更具
战略性地学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出
版产品的生产，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
需求。

北京印刷学院党委书记曹文军、院
长田忠利，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张志强等学界专家则表示，未来
的出版教育要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
使用作为核心课程，提升学生的技术
应用能力，培养技术型、创新型、复
合型和研究型的出版人才。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
版局局长翟德罡出席论坛，中国出版协
会副理事长、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院
长李朋义主持论坛，200余位中外出版
人参会。

专家学者在第二届出版教育国际高峰论坛上呼吁——

既要拥抱人工智能也要防范各种风险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6月20日，2024年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
北京举办“2024时代之光·国际出版沙龙”。

为进一步擦亮出版品牌，加快推进集团高质量发
展迈向新台阶，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精心布局，创新打造“时代之光”平台。平台围绕内
容和渠道两大资源，聚合国内外知名作家资源、权威专
家资源、重要营销资源，此前在北京已经成功举办“时代
之光·营销峰会”，有效推动了行业沟通、渠道拓展和品
牌树立。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时代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磊表示，此
次举办的“2024时代之光·国际出版沙龙”是“时代之
光”系列的又一最新力作，旨在集聚更多权威专家资源，
赋能“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扩大国际合作“朋友圈”。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时代
出版着力打造一个开放型、融合型的走出去“海外文
化+”平台，深度服务目标市场差异化需求，推动了中
国图书，特别是皖版图书在海外的交流与传播，走出
去更要“走进去”。一批“小而专”“小而美”的“海外文
化+”中心陆续建成。已经成立的马来西亚、德国和沙
特“海外文化+”中心负责人分别作了现场分享。

在马来西亚、德国和沙特等“海外文化+”中心的
经验基础上，本次国际出版沙龙现场揭幕了两个新的
海外中心，分别是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牵头的韩国中心
和由安徽美术出版社牵头的加拿大中心。韩国中心牵
手韩国民俗苑出版社，加拿大中心则落地皇家柯林斯
出版集团，多方将共同努力，推动时代出版“海外文
化+”中心落地生根。

时代出版“海外文化+”中心
又添两名新成员

本报讯 （记者李子木） 6月20日，中国建筑出
版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社）与施普林格·自
然集团 （以下简称施普林格） 关于“21世纪经典工
程结构设计解析丛书”“中国建造丛书”“中国城市发
展丛书”英文版合作出版签约仪式在第三十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举行。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以及建工社、施普林格
的多位领导共同出席并见证了两家出版社在国际合作
出版领域的又一盛举。

建工社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锋在签约仪式上致
辞。他首先对长期以来帮助和支持建工社的合作伙伴
表示感谢，并表示本次签约仪式是建工社成立70周
年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他介绍，作为我国最早开展
版权贸易的出版单位之一，建工社已与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输出图
书涵盖英、德、法、日、俄以及阿拉伯、乌尔都等
30多个语种。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既是建
工社多年来的发展战略，也是建工社肩负的文化使
命。他期望两家出版社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建立更紧
密的业务联系，搭建更广阔的合作平台。施普林格应
用科学图书全球副总裁詹姆斯·芬利回顾了两社几十
年的合作历程，期望这三套丛书的英文版可以充分利
用施普林格在科技出版方面的平台优势，将来自中国
学者的优秀成果推广至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

会议上，建工社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岳建光，副
总编辑范业庶，副总编辑陆新之分别分享了三套丛书
的策划思路。

建工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合作出版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6月19日—23日，第三十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E区一层序厅设
置首届中国名家名作译介展，展出
BIBF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作家刘震
云部分作品的多语种版本。

本次展出的作品包括《我叫刘跃
进》《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等
长篇小说，以及《一地鸡毛》《温故
一九四二》等短篇小说的英语、德
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
俄语、日语、韩语、越南语版本等。

图为展览吸引了一位外国参展商
的目光。

本报记者 尹琨 摄

刘震云作品
多语种版本引关注

（上接01版）
“在全球航天领域，中国如今占据了

重要的领先地位。”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副总裁詹姆斯·芬利对与哈工大出版社

“航天先进技术研究与应用系列”图书英
文版的合作充满期待，“这套丛书将成为
航天科技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全球
航天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批科技类图书走出去“开花结
果”。在本届BIBF上，人民邮电出版社“科
技改变中国”丛书之《巨龙飞翔：高铁改变
中国》《善数者成：大数据改变中国》俄文
版新书发布。对此，俄罗斯埃克斯摩出版
集团副总裁柳德米拉·康德拉绍娃表示，
这两部作品不仅是中国科技与社会发展
的缩影，更是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

记者还看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在科技出版走出去方面重点展示了与施
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推出的英文版《中
国科学技术通史》等图书。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编辑王贝贝介绍，《中国科学技术
通史》中文版问世后，实现了英语、俄语、
日语3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其中英文版
付费下载总量达2.6万多次。

“海外出版机构在关注中国聚焦科
技前沿的顶尖出版成果。”新加坡世界科
技出版公司中国区总监傅明焱告诉记
者，中国出版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作
出特色，方能更好满足全球读者需求。

科技助力出版能力释放

BIBF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思想，也汇

聚了世界各地的声音。在本届BIBF上，
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等被人们频频提
及的词汇，成为不少国际论坛的主题或
关键词。如，以“新质生产力与出版创新”
为主题的 2024 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吸引
200 余位中外出版、技术领域专家学者
参会。此外，围绕“AI 赋能下的出版未
来”展开探讨的2024出版与技术创新大
会，共商数智赋能教育出版新路径的
2024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等，都显示
出科技对于出版能力的释放作用，成为
中外出版界人士的普遍共识。

“AI 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国际出版
业。”据清博智能副总裁、创新院院长李
祖希观察，AI技术多模态、定制化、集成
化、实时化趋势，不仅改变了内容生产，
还将为数字出版行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
和增长机会。

AI 赋能行业创新发展在本届图博
会上已“可知可感”。中图云创智能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发布了基于自主研发
“图壤引擎”打造的VR《版画中轴》、MR
《觉醒年代》、AI 数字人马可·波罗等多
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这些成果通过大会现场设置的 XR
虚拟现实智能终端，为观众打造“从书中
来，到未来去”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推动文化产业新生态建设，出版单
位创新步履不停。本届BIBF上，人民文
学出版社与网易游戏打破“次元壁”，双
方宣布将就《蛋仔派对》游戏 IP 的跨媒
介改编、新数字推进新型融合出版模式
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共同探索行业首

个“原创数字IP+文化原创”的数字融合
出版模式。此外，爱思唯尔的“临床精钥”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的“一带一路”数据库、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传媒集团的水知识助手知识服务
平台……这些无不彰显出传统出版在新
技术拥抱下的日新月异。

在推动纸数融合服务读者需求方
面，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语文领
航者”（中学版）系列融合出版物吸引了
家长与学生读者的目光。河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艳荣表示，该出版物
配套名师讲座等视频内容，给读者带来
真实生动的课堂体验，是出版社深度融
合发展的有益尝试和重要实践。

对话有助增强国际合作

“我已经参加 8 届 BIBF。我所在的
出版社开始做旅游指南、学术书籍等，
从 2016 年开始参加 BIBF 后，我看到童
书出版的快速发展，于是开始出版童
书。”斯里兰卡海王星出版社社长迪尼
什·库拉顿加告诉记者。本届 BIBF 上，
海王星出版社引进海豚出版社《非遗耀
中华·青海非遗小匠》的僧伽罗语版权，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带给斯里兰卡的
孩子们。

“中吉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首批成果
发布，“一带一路”出版人俱乐部成立，中
阿10+10版权洽谈会、中英出版商对接
洽谈会、中西科技出版研讨会等专业论
坛举办……一场场国际交流活动、论坛

在图博会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让包括
迪尼什·库拉顿加在内的中外出版人收
获满满。

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今年图博会
的主宾国，举办的一系列精彩活动吸引
观众驻足。通过书籍、手稿和历史文物
特别展、阿尔达等传统表演艺术展、沙
特时装展、沙特电影放映展，以及穆罕
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文化合作奖展览
专区等展览活动与中国出版人、读者展
开对话与交流。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为深化中
法两国在出版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法国
国际出版局、法国驻华大使馆与图博会
携手举办“中法对话——出版业动态与
趋势圆桌会议”。在谈到如何加强中法图
书市场活力时，与会嘉宾提出，中法出版
人要加强互动和了解，通过举办中法作
家对谈等主题活动，利用线上+线下的
形式加强交流与合作。

时间拨回到 50 年前，1974 年，中国
驻德大使向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现施普
林格·自然集团）发出中国政府对西方出
版机构的首个邀请，也自此开启了中图
公司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合作。本届
图博会上，中图公司与施普林格·自然集
团合作50周年庆祝活动举行。“我们将
不断推进双方在图书期刊进出口、订阅
和开放获取、印刷及电子出版物等领域
的各项合作。”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全球
图书业务总裁汤恩平表示，双方将共同
探索学术出版新领域，为全球学术界的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6 月 20
日，以“好书万里同行 致敬长江文
明”为主题的首届“长江好书”授牌仪
式在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
行，现场获得“特别荣誉图书”（5
种） 和“长江好书”（20种） 的图书出
版机构代表领取授牌。

“长江好书”推荐活动旨在向社会
和广大读者推荐一批反映长江文化精
髓、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时代特色
的长江主题优秀出版物，让广大读者能
够深入地了解长江、感受长江，进一步
激发全社会对长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向“长
江好书”推荐活动的成功举办以及长江
出版社成立 20 周年表示祝贺。他表
示，“长江好书”推荐活动是一项重要
的创新，相信“长江好书”推荐活动
会在出版界、读书界树起一面旗帜，

增强大众对长江文化的认同和传播，
希望出版界继续不断挖掘和传承长江
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出版和传播。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充分
肯定了“长江好书”推荐活动举办的重
要意义。他表示，“长江好书”不光聚
焦湖北征集优秀图书，更是放眼全国进
行图书推荐，这对于宣传、介绍长江文
化具有很大的推进意义。希望“长江好
书”继续严格标准、追求质量，推选出
更多具有总结性、创新性的优质图书，
成为“中国好书”的重要支撑。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蔡静峰表
示，首届“长江好书”发布以后，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江好书”
成为社会热词。通过“长江好书”推荐
活动，我们向世界展示长江文化的博大
精深，感受伟大母亲河的磅礴力量。希

望借助“长江好书”推荐活动，打造一
个很好的品牌，串联起长江沿线的各个
省市，让更多长江流域以及全国关心、
关注长江文化的出版社都能参与进来，
不断挖掘和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国仓
表示，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
征，是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文化的沃土。“长江好书”推荐活
动是在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护、传承、弘扬
长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讲好长江故
事、中国故事的深度实践。“长江好
书”以文字为载体，从灿烂的文明和悠
久的文脉中开掘资源，将长江的壮丽景
色、人文景观传递给每一位读者，让公
众在阅读中更加深入地了解长江、感受
长江，从而更加热爱长江。

“特别荣誉图书”出版机构代表，

长江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赵冕表示，长
江是长江出版社的根与魂，记录长江、
守护长江、传承长江，是长江出版社的
初心和使命。希望大家一起随着时代的
脚步共同感受母亲河长江的魅力和情
怀，共同出版更多的“长江好书”，让
更多的人关注长江、热爱长江，沿着长
江读懂中国。

“长江好书”出版机构代表、南京
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林表示，一直以
来，长江都是南京大学出版社选题策划
中的重要议题，希望在未来共同把长江
这盘棋走好，把长江这首歌唱好，把长
江的中国故事讲好。

本次“长江好书”授牌仪式由湖北
省委宣传部、中国出版协会新闻出版文
字规范化工委指导，长江水文化建设联
盟、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
国出版》杂志社、长江出版社承办。

首届“长江好书”授牌仪式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