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南路55号 查询电话：（010）87622114 邮编：10012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松榆里支行 账户名称：《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账号：110060900012015027658 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16号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国外总发行：北京399信箱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每份1.37元 录入组版：本报机房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观点速览

探索04
■2024年10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李子木 ■版式：王书亮 ■责校：吴琪 ■邮箱：zbs404406@163.com ■热线：（010）87622067

网络版地图集作为互联网出版的产
物，符合当前地图集的发展趋势，具有使
用方便、易传播、更新快速等特点，可以
作为地图集宣传推广的重要渠道，本文通
过研究地图集传播媒介的演变、网络版地
图集的建设方法、关键技术以及地图集网
络出版的发展方向等对地图集网络出版模
式进行了探讨，为传统地图出版的转型升
级提供了建设思路。

地图集传播媒介的演变

从地图集传播媒介来看，地图集经历
了传统地图集、多媒体电子地图集、网络
版地图集的发展。

传统地图集。传统地图集是以纸质介
质为媒介，通过纸质印刷装订的独立专业
资料数据集合。计算机制图工艺的出现，
大大简化了地图集的印制工艺，方便更
新与质检，丰富了地图的图形、色彩，
提高了线划及注记的美观程度，从而提
升制图质量，缩短制图周期，提高了地
图生产效率。

多媒体电子地图集。多媒体电子地图
集是建立在地图学和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基础上的，以光盘为介质，借助于多媒体
技术，将地图与文字、图形图像、动画、
音频、视频相结合，使多种媒体信息按逻
辑集成的一种空间信息可视化产品。通过
多媒体技术，大大增强了电子地图信息展
示和数据管理的能力，使传统地图具备了
漫游、缩放等诸多功能，提高了地图集的
灵活性、交互性、动态性、现势性和可扩
展性。

网络版地图集。网络地图集是指在网
络上（包含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浏览
和使用的地图集。与多媒体电子地图集相
比，它除了具备动态性、交互性和超媒体
结构外，还具有广泛的用户群体和易于下
载传播的特性。根据载体不同，可分为网
页端和移动端地图集，近年来随着微信等
社交媒体的兴起，微信小程序依靠微信天
然的社交传播媒介，也成为移动端地图集
网络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

网络版地图集的优势。网络版地图集
是信息化社会发展和用户需求升级的产
物，它打破了传统纸质打印出版携带不方
便、保存成本高等劣势，集成了信息系统

可查询、可缩放、可浏览，并且不再局限
于光盘介质，能融合更多图片、文字、音
频、视频等多元信息，引入更丰富的动态
交互手段，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公开发
布，受众更广，用户可随时随地在线浏
览、下载、分享地图成果，不仅方便地图
成果和资讯信息的更新，更有利于地图知
识的传播和共享。

网络版地图集的建设思路

网络版地图集本质上是地图集的信息
展示与管理系统，因此其建设可以分为总
体设计、关键技术等几个环节。

总体设计。
总体设计是网络版地图集建设的重

要环节，包含技术架构设计、功能设
计、数据库设计、用户界面设计、安全设
计等工作。

网络版地图集的开发和部署采用B/S
架构，用户直接通过浏览器或微信小程序
可以实现对网络版图集的在线访问、地图
浏览、查询下载等。管理员可以通过后台
管理系统对图集的图组结构、内容、专题
和权限等进行管理。

面向公众发布的地图集分为网页端和
移动端两种载体，可以分为图集展示和
图集操作两类主要功能模块。根据地图
集的内容体系设计、编排次序和重要程
度，将不同图幅分为序图、通用专题和
特色专题，为三类图幅开发不同的展示模
板，并为特色专题定制开发独特的交互操
作模板；图集操作包含图集查询、下载
和分享等操作。后台管理系统根据图集
结构提供图组结构管理、图集内容管
理、特色专题管理、富媒体文件管理、
标签管理、用户权限管理、数据统计和操
作日志等功能。

数据库设计是将地图集数据以结构化
的方式存储在数据库中的过程，数据库设
计通常包含概念结构设计、逻辑结构设
计、物理结构设计三个阶段，包括数据库
的选型和表关系建设两个方面。基于对服
务器、网络环境等安全性要求和系统需求
分析，选择兼容性高、稳定成熟的关系型
数据库，如PostgreSQL。

网络版地图集不同于一般的工具型应
用系统，需要在方便实用的同时兼具地图

集设计的艺术和美学。因此，网络版地图
集用户界面设计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
界面布局要符合视觉平衡与用户阅读习
惯，同时满足操作方便的要求。采用主
流的界面布局，根据地图集的阅读和操
作习惯区分主次信息和展示顺序，以达
到视觉平衡的效果。二、色彩符号设计
要协调美观。界面的色彩设计要与纸质
版地图集的主题风格、图组风格、图幅内
容相协调；图集各页面切换时的色彩过渡
要自然、协调呼应，避免给用户造成主次
混乱或背景色过强的视觉冲击。三、工具
图标设计要兼具美观性与易读性，做到清
晰明了、美观实用。四、交互效果要符
合用户操作习惯。网络版地图集在用户
交互效果上有较大提升，通过动态瓦片
地图、动态信息图表、三维模型效果、
增强显示技术等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感官
体验，系统的交互效果要符合用户操作习
惯、层层递进、方便用户深入了解地图所
呈现的内容。

安全设计包括数据层、服务层和应用
系统层面的安全设计。其中，对数据要进
行定期的备份，支持数据恢复机制，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应支持用户密码
方式的身份验证，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传
输和存储，区分不同用户的访问权限；应
具备完善的日志记录机制，便于故障排查
和系统性能优化；应引入软硬件安全设
备，防止网络安全事故的发生，保证持续
稳定地提供在线地图服务。

关键技术。
网页端开发技术。通过HTML5互联

网新一代标准，降低应用程序响应时间，
支持音频和视频播放，提供专题图特色交
互功能，为用户提供更便捷丰富的感官体
验。通过响应式布局技术，根据设备和屏
幕大小，自动调整网页的布局和样式，提
供一致且良好的用户体验。

微信小程序技术。移动端将使用微信
小程序原生语言进行开发。微信小程序是
一种在微信平台上运行的跨平台轻量级应
用，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和用户体验。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数字版权管理技
术是对数字化信息内容的存取进行控制，
包含文件的访问（读取次数、收看的长度
等）、共享、拷贝、打印和保存等操作。
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可以对互联网出版

的音乐、图像、视频等资料提供保护，主
要包括置乱加密技术、数字水印技术、数
字签名技术等。

地图集出版模式升级建议

以互联网为载体，以手机、平板电
脑、电子书阅读器为终端，以网络文学、
移动自媒体等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已经悄
然打破了出版业原有的结构。数字化应用
在地图出版行业不仅能够降低出版所需成
本，还能使地图存储量加大，获取地图内
容更加便携，展示手段更加丰富，实现线
上和线下的互动浏览，满足数字化时代的
阅读需求，拓展了地图产品的传播和共享
渠道，将更适应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网络
版地图集作为地图互联网出版的一种高级
形式，具有方便实用、更新迅速、裂变传
播、线下引流等优势，可以有效弥补传统
纸质地图集线下出版的不足。

随着“网民生产内容、网民消费内
容”“互联网+”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地
图出版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从
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升级地图集的网络出版
模式。

一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内容数字化，
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根据用户的需求，
个性化、分众化地组织出版物的印制和销
售，真正做到大规模定制印刷，实现共性
与个性的统一，满足用户在时间、质量、
个性化等方面的出版需求。借助互联网平
台，增强传播能力，将实体出版物复制与
销售产生的利润转化为数字版权的价值、
二次传播的权力以及影响力衍生物的附加
价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带动实体地
图出版物的销售。

二是提高综合服务型地图的产品线上
服务能力，发布综合服务型地图相关活动
消息。可通过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融媒
体平台，让大众参与专题地图主题的确
定、地图有奖收集活动和地图文化讲座活
动等，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利用网络直播
平台与用户实时交流，提供地图文化的科
普视频和在线制图等，建立地图文化生态
圈，及时了解并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解
答用户关心的问题，为地图产品的精准化
研发提供大数据支撑。

（作者单位：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地图集网络出版模式探讨
□朱艳霞

关闭！下架！近日网信部门通报了“清
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
项行动的相关情况，并曝光了部分涉未成年
人乱象的典型案例，其中“毒视频”被首个
点名。

“毒视频”之害不亚于毒品。一是易上
瘾。依附短视频而生的“毒视频”，深谙

“15秒上瘾”之道，这些由猎奇、夸张、洗
脑等视听元素刺激而成的“多巴胺”，连成
年人都未必招架得住，何况是“定力尚浅”
的未成年人呢？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恐是常
态。二是毁三观。比上瘾更可怕的是不堪入
目的内容——“将血腥暴力元素强加于经典
动画”“使用低俗粗俗语言篡改儿歌”“将儿
童包装成所谓‘性感辣妹’进行无底线营
销”……尽管通报中的文字已有所克制，但
还是让人感到不适，甚至细思极恐。这些夹
杂着暴力血腥、低俗擦边的内容，对于正处
于三观形成关键时期的未成年人的冲击力与
破坏力可想而知。

现实中，不少未成年人正是在“毒视
频”的浸染下，从单纯的好奇变成无知的效
仿，行为逐渐“脱缰”——恶意谩骂、开盒挂
人，从受害者演变为施暴者，甚至沦为网络犯
罪的“工具人”。“毒视频”之害，不仅扭曲
价值取向，更触碰法律底线，必须从严处
置。这也是此次专项行动传递的鲜明态度。

给短视频“解毒”，平台责无旁贷。平
台清除自身的低俗内容，既是本分，也是任
务。比如眼下迅速蔓延的“慢脚文化”，这
些带有“风格夸张”“畸形审美”等标签的
短视频，已有不少突破了未成年人的禁忌，
平台理应采取必要措施——除了直接屏蔽、
封禁违法的网络信息内容之外，还可以通过
算法、投诉举报等，尽可能降低不良网络信
息内容的传播与扩散。

（10月15日 大洋网 陈文杰）

岂容“毒视频”带坏青少年

2024 年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重映元
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重映和计划重
映的影片将近20部。然而，并非所有重映
影片都能取得良好效果。部分影片重映后票
房不佳，口碑甚至出现下滑崩塌的情况。

影片重映要成功，必须契合当代观众审
美并经受情怀考验。重映影片因自带情怀

“光环”，拥有庞大粉丝群体、流量和口碑。
但同时，重映需考量影片是否符合当下观众
口味。随着时间推移，观众主体变化可能导
致经典影片与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观影节
奏乃至价值观产生偏差。此外，经典影片情
怀的“忠诚度”也面临考验，庞大粉丝群体
是否愿意为情怀买单，并吸引更多路人转
粉，是重映成功的关键。

高质量的重映电影除短期内带动票房，
更应长期培养观众观影习惯、激发观影热
情。要达到此目标，策划重映电影项目不能
只是单纯大银幕放映，而应追求高质量呈现
与多元化内容选择，满足不同观众群体需
求，让“粉丝”带动“路人”走进电影院。
对于主创团队和相关公司而言，应在重映前
做好相关修复重制、更新字幕、检查画面等
工作。这不仅是对经典作品的尊重与传承，
更是通过技术创新和视觉升级吸引观众重回
影院的关键，让观众在重温经典故事的同
时，感受电影技术的进步与创新魅力，进一
步激发其观影渴望。

重映影片在成熟的电影市场体系中占据
重要地位。其应当和新片形成良好的互动关
系，相互优势补充，更好地契合观众多样化
的观影诉求，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持续繁荣、
高质量发展增添助力。

（10月16日 人民网 春分）

影片重映如何叫好又叫座

10月3日，一篇针对某女演员的评论文
章《低俗炒作博眼球，爆“瓜”文化不可取》在
网上传播，因文章页面带有“人民网”标识，部
分网友认为是官媒发声，纷纷转发。而经警
方调查，该文章系不法人员假冒媒体名义杜
撰，传至网络。其实，“仿冒正规网站”并非偶
发事件。这背后是一项成熟的“产业”：客户
支付几百至几千元的费用，无需提供任何个
人身份信息、无需备案，技术人员即可按照客
户需求制作违规网站。

假冒、山寨网站，其实早就有之。此番
因为一篇假评论而牵出假网站，再次证明克
隆网站这门黑灰生意依然未绝迹。而随着技
术的进步，假网站的制作成本越来越低，还
原度越来越高，这说明打击、防范假网站的
任务其实更重了。

假网站的危害性不容小觑。它可能导致
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而且，如果高风
险作业人员通过仿冒网站购买、查验伪造的
专业技术证书并上岗，会埋下重大事故隐
患。此外，这类网站的猖獗也会给公众带来
困扰，损害媒体、政府的公信力。但是，在
治理上也要避免形成“公地悲剧”，即还是
要通过明确各方的打击和预防责任来提升治
理的动力。当责任边界明晰了，治理能力提
升了，才不至于陷入“知易行难”的尴尬。

（10月15日 光明网 朱昌俊）

几百元就能“克隆”网站，
别成了“公地悲剧”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贯彻
落实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走出去战略部
署，主动探索文化走出去和国际化发展道
路，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两次海外收
购，多国设点布局，快速构建了较为成
熟、完整的国际出版发行产业链；从渠
道拓展延伸，着力构建海内外协同的组
稿模式、促推实体书店在海外的落地生
根，打造具有平台特色的文化传播自有
渠道，不断推动图书产品、版权、创意
服务等多层面的走出去、走进去；从出
版优势板块发力，打造珍稀文献板块、
教育板块的典型传播案例，构建数智化
时代出版走出去新格局，实现从文化走
出去到走进去有效扎根，成为中国出版
走出去的代表性出版社之一。对此广西
师大社在文化国际传播的探索主要有三
个方面。

探索一：整体布局，构建全
球视野下的国际传播战略框架

作为地处西南边城的地方大学出版
社，广西师大社一直以跨地域整合资源
为战略思路，不断内涵发展，自我裂变。
自2000年开始，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成立了“贝贝特”公司，从桂林走向国
内中心城市。近年来，又通过海外收购和
设点布局，从国内走向新加坡、墨尔本、
伦敦、纽约等境外中心城市。

2014 年，广西师大社收购澳大利亚
视觉出版集团，拉开跨国经营序幕。2016
年，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完成国际
出版发行完整产业链布局，基本实现品
牌、内容、渠道、人力与资金资源的全球
一体化集约调配。2023 年，广西师大社
海外公司营收近 2800 万美元，成为集团
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与
此同时，我们还在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
设立机构，不断构建走出去和国际化发展
的格局，目前已完成了全球1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化发展布局。

基于独特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广西
师大社立足广西，面向东盟，致力于拓展
国际化发展的“朋友圈”。核心发展思路
是，坚持东盟优先，发挥海外机构已有优

势，持续推进对外文化贸易，推动国际文
化交流传播新发展。我们根据东盟优先战
略，积极组织、联络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
划。其中“东方智慧丛书”是集团实施亚
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重要项目和代表。
该丛书精心挑选《论语》《老子》等中华
文化典籍或专题，以全译、选译的方式翻
译成东盟国家8种官方语言，采用汉外双
语对照形式，并根据文意配绘彩图，精装
彩印，为东盟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
民学习、了解中华经典文化提供一套成规
模、无语言障碍的优质读本。该丛书目前
已经出版了近百种。

探索二：搭建平台，构建多
元立体的国际传播渠道

在多年的走出去和海外发展实践中，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视野下的文化国
际传播，关键在于要了解国内外市场需求
的差异，按市场化的逻辑，更好地推动出
版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其中平台建设至关
重要。在全球化视野下，广西师大社依托
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
布局，着力打造海内外协同的组稿出版模
式、国际艺术传播平台以及实体书店在海
外的落地生根等项目，初步形成了多元立
体的文化国际传播格局。

一是构建海内外协同的组稿出版模
式。依托海内外机构的布局优势，着力建
构协同模式，推动中英共版系列图书的海
外出版。在 2014 年、2016 年先后完成两
次海外收购的基础上，我们组建了国内
的上海、沈阳专业团队与国外的墨尔
本、伦敦团队对接合作的一体化运作模
式。海外团队框定选题，国内团队决定
操作细节，协同编撰、制作好中英两个
版本后，再进行全球营销推广，由此实
现“全球组稿、中英共版、国际发行”
的出版发行模式，成功推出了 《民宿之
美》等图书。

二是打造具有国际化特色的传播渠
道。在海内外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我们进
一步夯实国际化发展优势，打造“艺术之
桥”传播平台，推出“艺术之桥”年度系
列，评选年度艺术家、年度设计师等，以
国际出版的方式，将中国的艺术家与设计

师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传播。2018 年，中
国艺术家白明的作品集BAI（《白》），由我
们集团旗下的英国ACC Art Books出版，
同年，白明的三部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并展出。2018 年，Made in Shanghai（《上
海制造中的设计》）由我们集团旗下的澳大
利亚Images Publishing出版，随即成为国
际设计学界研究中国设计发展史的重要参
考文献，被国际学者在相关学术论文中屡
屡引用。

近年来，《移动建筑》《上海味道》
《中国当代建筑》等图书，通过“艺术之
桥”平台销往全球。“艺术之桥”于2016
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首次亮相，已
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展会的重要品牌，搭
建起了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还入
选了 2019—2020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项目。

三是促推实体书店在海外的落地生
根。依托近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学校在东
盟的三所孔子学院，我们积极推动独秀书
房 （集团实体书店品牌） 在海外落地生
根，与相关大学孔子学院共建独秀书房
（阅读体验中心），建构起与东盟国家高校
在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进行深度交流
合作的桥梁和阵地。今年的 6 月 25 日上
午，独秀书房·泰国宋卡王子大学孔子学
院阅读体验中心开放仪式在泰国宋卡王子
大学举办。该阅读体验中心是我们建成的
第21家独秀书房。

探索三：拥抱新技术，构建
数智化时代出版走出去、走进去
新格局

在出版走出去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互联网和人工
智能快速发展给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与走出去工作有效衔接，构建数智化时
代知识服务和出版走出去、走进去新格
局。对此，我们注重发挥新技术和自身优
势资源，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推动古籍文献整理工作与数字化发展
有效结合。长期以来，广西师大社积极投
入中国珍稀古籍文献的寻访、整理与出版
工作，累计出版了约600个品种近40万册
珍稀古籍文献图书，不少文献图书特别是

海外回归的珍稀文献的出版更是填补了国
内的空白，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资料。

在此过程中，我社积极拥抱新技术，
努力探索融合出版的新思路、新方法，持
续推进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建设。敦煌遗
书数据库项目入选 2021 年度国家古籍数
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顺利完成
结项；“艺术年鉴数据库”“旧海关史料数
据库”等8个数据库全面完工，顺利结项
并投入运营；“珍稀古籍文献学术资源知
识服务平台”完成初步建设，已启动上线
试运行，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
究报告》 10 多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广西
师大社超过 3000 种图书被海外图书馆系
统采购和永久收藏，连续11年进入中国
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20强。

发挥教育出版优势，积极开发面向东
盟的数字化资源。近几年，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决策
部署，我们坚持“出版+文化+科技”的
发展方向，积极推动先进科技应用于出版
实践。在教育出版国际化发展中，我们主
要依托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面向东盟国
家合作开发了全视域多模态的中文教育课
程资源——“中国原创绘本少儿国际中文
课程”。该课程于 2021 年 9 月正式启动，
是结合广西师范大学依据少儿年龄特点及
相应的中文教育需求，以我们集团旗下魔
法象品牌的中国原创系列绘本为内容载
体，对标《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
准》，面向母语非汉语的低龄儿童、致力
为早期中文教育的教师和家长开发的中文
教育课程资源。二期课程进行了迭代升
级，融合AR技术，用更新颖、更深入的
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该课
程今年实现了海外落地出版，在 2024 年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发布印尼版图
书，同步推出了课程产品包，受到海外读
者的欢迎。

在今后的发展中，广西师大社也将继
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夯实、提升海内
外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全力推动出版走出
去工作和国际化发展再上新台阶。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国际传播探索三条路径
□黄轩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