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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发言

调研成果发布一直是中国出版印刷
者大会的重磅环节，今年也不例外。在
第六届中国出版印刷者大会上，中国出
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国仓作的《新时期
出版印刷企业重组整合现状专题报告》，
通过数据分析、比较调查、个案研究等方
式，深度剖析出版印刷企业结构调整和
资本运作的主要路径。《报告》显示，推进
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是出版印刷业
加快布局优化的重要举措。

重组整合提速
在结构调整中赢得优势

当前，出版印刷行业重组整合不断
提速。《报告》结合行业领军企业的创
新实践，梳理总结出版印刷企业进行整
合重组的三种方式，即专业化整合、

“新国企”涌现和以“混”促改。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大多数出版印

刷企业已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并通
过资产重组、专业整合等方式，让出版印
刷企业主责主业更聚焦、产业结构更清
晰。”《报告》以案例进行剖析，例如山东
新华印务于2020年进行改革重组，采用

“总—分公司”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成
立印刷总公司，扭转多年亏损局面，终成
超3亿元产值的国企改革先锋。上海印
刷集团历经多轮资产重组和资源整合实
现产业集聚，并于 2017 年划入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以“瘦身强体”助推出版
主营业务稳步增长。《报告》分析，出
版印刷企业通过重组整合，促进业务横
向集聚、协同发展，努力打造主责主业
更加突出、核心竞争力更强、整体效能
更优的业务格局。

在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等的
推动下，出版印刷业出现了北京建宏印
刷、雅昌文化集团等一批“新国企”。

《报告》分析，这些“新国企”正成为
经营机制灵活、极具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的改革尖兵，引领示范作用凸显。
出版印刷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在稳

妥推进。“出版印刷企业用市场的逻辑
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资本、技
术、平台优质资源的相互融合，打造培
育出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混改企
业。”《报告》中的案例显示，如读者出
版集团与河南盛大印刷成立合资公司甘
肃读者盛大印刷公司，天津出版传媒集
团下属印刷板块混合所有制企业天津新
华印务，经过两次深化混合所有制改
革，引入上市公司北京盛通作为战略投
资者等，通过产业链中产业节点的混
合、市场化经营机制的混合、不同资源
禀赋的混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合
作进一步深化。

撬动资本力量
盘活“老家底”激发新活力

纵观出版企业上市路，通过资本运
作，大型出版集团资产规模有了大幅提
升，实现了一次次规模裂变。《报告》
显示，随出版集团整体上市的出版印刷
企业借助资本的力量，更加具备改革的
底气与研发的信心。

《报告》分析，出版印刷企业随其
中 12 家出版发行公司整体上市的路径
主要有四种。第一是较为普遍的全系统
整建制转企改制后整体上市，占比达
75%。如山东传媒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华
印务的整合重组就由股份公司的战略布
局而来。第二是集团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计划。如辽宁新华印务全部资产在
2016 年注入上市公司出版传媒，并于
2017 年完成上市。第三是集团公司股
改后印企通过产权交易等形式加入。北
京新华印刷于 2014 年重组为中国出版
控股企业，由其获得51%控股权，后于
2017 年随中国出版整体上市。第四是
通过增资扩股共同投资组建上市公司。
如内蒙新华通过增资扩股吸收内蒙古爱
信达后，于 2021 年上市。另外的情况

还包括隶属出版集团，但目前未随集团
股份公司整体上市。

与此同时，《报告》通过随出版发行
公司整体上市的印刷企业财报数据，对
比分析出版印刷企业亟须破解的难题。
按已发布数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10
家出版印刷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
9.25亿元；12家出版印刷企业上半年的
平均营业收入约1.68亿元，平均营业成
本约 1.42 亿元，当期平均营业利润约
2600 万元。与国际印刷巨头美国当纳
利集团年销售额53.87亿美元、日本凸版
印刷年销售额 1.48 万亿日元的规模相
比，我国出版印刷企业规模化、专业化程
度仍较弱，出版印刷市场大而不强、集约
化程度较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不到
充分发挥。尤其是在面对集中式、爆发
性的重点印制任务时，出版印刷企业产
能负荷达到极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
制机制还不完善。这些都亟须通过深化
改革，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多方携手共进
在产业融合中共谋发展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既是发

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报告》分析显
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正是当下出版印刷业改革
创新、重组整合面临的现实条件。对出
版印刷行业来讲，以数字生产力、文化生
产力、绿色生产力推动高端化升级、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应有之义。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找准发展的
着力点。《报告》指出，出版、印刷等
产业链各环节在新形势下亟待整合重
塑，要加快两翼齐飞，一手坚持夯实主
业、做强做优，持续推动绿色化、数字
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稳固夯实核
心基础，确保“主业饭碗”端得稳、端
得牢。一手坚持价值攀升、融通发展，
通过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
管理创新等途径提升智能化与绿色化水
平，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与升级，
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

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巩固主流
舆论阵地。作为《报告》的编制和发布
单位，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将围绕产
业高质量发展这个中心，为印刷业融合
发展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借助中
国出版印刷者大会等平台，为推进出版
印刷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

出版印刷业战略性重组提速扩围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牟艺

尺寸教材，国之大者。教材保障事
关国家事权、事关社会民生，关系到为两
亿多中小学生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其重
要性和受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在第六届
中国出版印刷者大会上，来自质检机构、
出版单位、印刷企业及新闻媒体等的相
关代表，聚焦“教材全面改版，教材印制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主题，探讨教材印制
保障的使命担当与创新做法。

同频共振
教材建设责任重大

对教材出版印刷人来说，今年是有
史以来印制周期最紧张的一年。紧迫且
艰巨的印制任务，要求出版印刷产业链
各相关单位同频共振，以全面加强教材
质量建设。

中央宣传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副主任仇英义表示，“加强教材建
设和管理”的明确指示，彰显了教材建
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
位和时代价值。出版印刷人必须提高认
识，统筹谋划、科学安排、千方百计加
强教材建设，为人民创作、生产优质的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材。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部主任狄国
伟分享的《中小学教材生产印制管理工
作报告》中，以人教版中小学教材为例，
讲述了做好教材印制的意义。“2024年，
人教版中小学教材生产印制总量约 18
亿册。”狄国伟认为，中小学教材不同于

一般的工业化产品，其用户是两亿左右
的中小学生，涉及亿万家庭。“不能有印
制单册质量问题，更不允许出现批质量
问题，这是教材印制质量的红线底线。”

作为教材印制的“国家队”和主力
军，各地新华印刷企业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肖刚介绍，根植于传承多年的红色基
因，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保
质保量完成好教材印制任务始终是一项
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也是企业必须
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同题共答
迎接印制保障新挑战

多年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持
续聚焦全国教材印刷保障情况，生动呈
现全国新华印刷人撸起袖子紧锣密鼓赶
生产的火热场景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担当精神。尤其是今年秋季教材印
制的专题报道，引发在场新华印刷企业
负责人的共鸣，更让参与分享的演讲嘉
宾畅所欲言。

前期研发审查周期越来越长，编辑
签字付型时间越来越晚，生产印制时
间越来越短，教材印制质量要求越来
越严……多重挑战叠加，让出版印刷人
直呼“压力山大”。狄国伟介绍，今年
秋季学期是人教社第十二套义务教育教
材投入使用的起始学期。整体来看，本
季教材生产安排可以说是“起个大早，

赶个晚集”。
各地新华印刷企业负责人均谈到今

年教材印制面临的新挑战。安徽新华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峰总结了“三
个更”，交货周期更短、保障标准更高、品
质要求更严。“教材印制保障的主要挑战
是怎样提高产能、做好品控和提升员工
技能，以确保教材质量零差错、零失误和

‘课前到书’任务圆满完成。”
“河南全省中小学生数量达到1700

万左右。在越来越短的周期、越来越高的
质量要求下确保教材及时保障，是一大难
题。”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张巍远认为，今年的弦已经绷到极致。
且企业还面临老旧设备更新换代、员工队
伍断档及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压力。

新疆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晔
同样谈到今年秋季教材印制的特殊性，

“留给新疆新华教材印制中心只有25天
时间。”陆晔说，只有做好全部人员、
物资供应、技术产能方面的储备，才能
保质保量保周期地完成教材印制任务。

同力共促
提升协同创新成效

面对教材印制新形势，出版印刷产
业链展现出非凡的凝聚力和责任感。全
行业树立质量意识，通过数智赋能，为
生产精品教材提供强大的印制保障。

“质量建设是教材工作的重中之
重，必须树立全流程管理理念，凝聚方

方面面的力量，齐抓共管。”仇英义认
为，作为出版单位要担当印制质量的主
体责任，切实落实规章制度；作为印刷
企业，要履行生产责任，全面加强质量
管控；作为质检机构，要发挥监督作
用，督促行业加强质量管理。

系统思维下，各印刷企业强化协同意
识，用心用情做好教材印制工作。“我们强
化供应、调度、印制、发货等全生产链条
的管理。”肖刚分享道，山东新华印务集
中各领域资源“聚指成拳”，调配全部人
员和设备，全面提升协同生产能力，充
分发挥总分公司管理的整体性和灵活性。

在较短时间内突击完成任务，如何
既保证进度又确保质量？姚峰、张巍远、
陆晔分别以“人才培养”“标准建设”“自
主创新”三个关键词，分享各自企业的创
新举措。安徽新华印刷推进“学习型”员
工队伍建设，与职业学校等合作，探索定
点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同
时，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培训，在解决生产
工艺难题、参与技术革新等方面对内部
技师进行量化考核。河南新华印刷集团
围绕生产经营、质量管理、物资管控和设
备维护等环节，制定完善了14项综合类管
理制度、15项质量标准和32项单项管理
规定和操作规范。新疆新华则在近两年内
不断创新攻关，通过高自动化辅助生产设
备的应用，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陆晔说，在
技术探索中，新疆新华时时刻刻准备着，
将永远像是沙漠驼队，以“驼铃声声”成为
教材印制的“安全港湾”。

全链条合力保障“课前到书”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牟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第六届中国

出版印刷者大会正是秉承这样的宗旨，

充分发挥行业媒体优势，进一步构建

起权威媒体矩阵和资源互哺生态圈。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新

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国仓

希望通过汇聚出版印刷全产业链智

慧，搭建起贯通出版印刷全产业链的专

业平台，让“链”上持续发力，产业步

步生花。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任彦宾

重庆出版印刷业近年来突出主题主

线和重点，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面

对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宣传文化战线将

继续以力争上游的姿态担当使命。

——重庆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蒋大权

着眼出版印刷深度融合，要落实好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印刷产品供

给机制，健全印刷产业市场体系，培育

和发展印刷新质生产力，更好丰富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中央宣传部印刷发行局印刷复

制处副处长 张迁平

牢记使命任务，厚植质量文化，提

高站位、全力加强教材建设，把握标

准、着力打造精品教材，凝心聚力、竭

力推动印制质量提升。

——中央宣传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

检测中心副主任 仇英义

大会主题呈现出多维度、多链条的

合作和协同创新，为行业指明方向，增

强信心。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 褚庭亮

做好教材印制工作，对于“锚定教

育强国建设目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

质量教材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部主任

狄国伟

集中各领域资源“聚指成拳”，调

配全部人员和设备，全面提升协同生产

能力。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 肖刚

教材印制保障的主要挑战是怎样提

高产能、做好品控和提升员工技能，以

确保教材质量零差错、零失误。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姚峰

加强质量制度体系建设，在于这些

制度必须可执行、可操作、可落地。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张巍远

在数字印刷及印刷数字化探索的这

条路上时时刻刻准备着，以“驼铃声

声”成为教材印制的“安全港湾”。

——新疆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 陆晔

编者按 日前，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出版印刷者大会在重庆举行，集聚行
业翘楚、专家学者，共同把脉产业融合发展大势，引发业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本期05—06版刊发活动精
彩内容，展现出版印刷产业链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大会聚焦①：教材全面改版，教材印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权威发布：《新时期出版印刷企业重组整合现状专题报告》

第六届中国出版印刷者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