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新闻出版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优化新闻出版服务和产品供给，丰
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一、总体经济规模

2023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8466.9亿元（另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相关年份《中国
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字出版产业总收入2022年
13586.99亿元，2023年16179.68亿元。因该数据系调查
汇总数据，非政府统计数据，故不纳入全国总量），
较 2022 年 增 长 1.1% ； 利 润 总 额 1088.3 亿 元 ， 增 长
10.4%；拥有资产总额25699.1亿元，增长4.4%，增幅提
高 1.1 个百分点；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 12785.7 亿元，
增长4.6%，增幅提高1.8个百分点。

二、图书出版

2023年，全国新版图书 21.7 万种，较 2022 年增长
5.7%；重印图书32.3万种，增长8.8%；总印数125.0亿
册 （张），增长 9.6%。单品种平均印数 2.3 万册 （张），
增长 1.8%；60 种一般图书单品种年度累计印数达到或
超过 100 万册，其中主题出版图书 26 种。图书出版实
现营业收入1192.2亿元，增长5.9%，增幅提高1.9个百
分点；利润总额223.5亿元，增长16.6%，增幅提高15.8
个百分点。

三、报刊出版

2023 年，全国出版报纸 1669 种，较 2022 年降低
2.3%；总印数 261.0 亿份，降低 3.7%，降幅收窄 0.6 个
百分点。17 种报纸平均期印数达到或超过 100 万份。
全国出版期刊 10157 种，较 2022 年增长 0.2%；总印数
18.5 亿册，降低 4.1%。8 种期刊平均期印数超过 100
万 册 。 报 纸 出 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55.2 亿 元 ， 降 低
1.7%，降幅收窄0.8个百分点；利润总额52.0亿元，增
长 0.6%。期刊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219.7 亿元，增长
5.8%；利润总额 34.5 亿元，降低 0.2%，降幅收窄 6.1
个百分点。

四、音像电子出版

2023 年，全国出版音像制品6320 种，较2022 年降
低4.4%，降幅收窄14.7个百分点；出版数量9113.8万盒
（张），降低9.8%，降幅收窄31.5个百分点。出版电子出
版物10205种，增长26.4%；出版数量13904.9万张，增
长16.6%。音像制品出版实现营业收入33.6亿元，增长
4.7%；利润总额3.3亿元，增长5.8%。电子出版物出版
实现营业收入 19.8 亿元，增长 0.2%；利润总额 1.2 亿
元，降低21.9%，降幅收窄31.9个百分点。

五、印刷复制

2023年，全国出版物印刷单位（含专项排版、制版、装
订单位和以数字印刷方式从事出版物印刷的单位）黑白印
刷产量16567.8万令，较2022年降低4.8%；彩色印刷产量
128110.5万对开色令，增长7.6%。印刷复制实现营业收入
12915.3亿元，增长0.1%；利润总额543.8亿元，增长13.6%。

六、出版物发行

2023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
出版物总销售数量268.3亿册（份、盒、张），较2022年
增长4.5%。出版物发行实现营业收入3436.9亿元，增长
3.5%，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利润总额228.2亿元，增
长2.6%。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网络零售
数量增长 14.2%，增幅提高 8.3 个百分点；金额增长
18.1%，增幅提高7.4个百分点。

七、出版物进出口

2023年，全国累计进口书报刊、音像电子和数字出
版物 （不含游戏） 3996.9万册 （份、盒、张）、80614.9
万美元，与 2022 年相比，数量增长 2.0%，金额增长
5.1%。全国累计出口书报刊、音像电子和数字出版物
（不含游戏） 708.0万册 （份、盒、张）、9109.2万美元，
数量降低2.6%，金额降低4.6%。全国进出口经营单位实
现营业收入 94.3 亿元，增长 6.5%；利润总额 1.8 亿元，
降低17.4%。

八、版权管理服务与出版物版权贸易

2023 年，全国共登记版权合同 16693 份，较 2022
年增长 3.0%；作品自愿登记 642.8 万份，增长 41.9%，
增幅提高 30.0 个百分点 （其中，美术作品增加 115.1
万份，增长 53.6%；摄影作品增加 89.7 万份，增长
55.9%）。全国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
11731 项，引进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
1004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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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平） 3月17日，广东省
电影局发布关于申报电影资助奖励项目的通
知。资助奖励分为票房奖励、获奖奖励、在粤
取景与后期制作奖励、宣传发行资助、配套资
助获得国家电影精品专项资金资助、资助
2024 年度新建县城和乡镇影院、资助影院安
装更新先进技术设备七大板块。

票房奖励要求为广东电影机构第一出品影
片，且截至电影下映时，故事影片国内票房收
入1亿元（含）以上，动画影片国内票房收入
5000 万元 （含） 以上，纪录影片国内票房收
入1000万元 （含） 以上。获奖奖励申报条件
必须是广东电影机构第一出品影片，2024 年
以来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综
合奖项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提
名，国际 A 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资助
2024年度新建县城和乡镇影院要求不少于3个
放映厅，使用2K （含） 以上数字放映机，总
座位数不少于200个；申报影院须及时足额缴
纳电影专资，按规定向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
管理系统规范准确报送票房数据。其中，填补
空白的乡镇影院不用申报，待验收通过后，直
接拨付资助资金。资助影院安装更新的先进技
术设备，包括激光光源电影放映机、高新技术
格式电影放映系统、LED 屏电影放映系统、
超大电影银幕系统、沉浸式音频系统、电影智
慧放映系统。

通知要求，申报机构要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在广东注册。所有项目通过广东省电影专
资征缴信息系统进行申报。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5年4月11日。

广东省启动电影资助
奖励项目申报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近日，河南省新
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判结一起侵犯著作权、销
售侵权复制品案件，被告人孔某某、徐某某犯
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有期徒刑4
年并处罚金。

2022年4月，根据河南省“扫黄打非”办
公室转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案件线索，新
乡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新乡市公安
局卫滨分局联合破获一起黑窝点销售侵权出版
物案，查获142种共计140997册侵权出版物。

据查，自2021年3月，被告人孔某某、徐
某某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出版他人享有
专有出版权的图书，销售侵权复制品，在互
联网上办理电商营业执照和虚假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联系非法书商通过物流购进盗版图
书，通过某电商平台店铺对外销售。自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孔某某、徐某某
通过某电商平台销售盗版书籍总额 521.3107
万元。

卫滨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孔某
某、徐某某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出版他
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情节特别严重，已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孔某某、徐某某伙同他人
以营利为目的，销售侵权复制品，情节严重，
已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孔某某犯侵犯著作
权罪、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徐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犯销售侵权复制品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
金18万元。上诉期内，孔某某、徐某某均没
有提出上诉。

河南二人因侵犯著作权、
销售侵权复制品获刑

本报讯 （记者杨雯）由万达电影与中国
电影基金会团圆志愿者影视专项基金联合发起
的“梦想电影院”公益项目，近日在北京万达
影城CBD店启动。

“梦想电影院”公益项目以“每一幕光，
都会找到TA的孩子”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
电影艺术推动青少年文化普惠，助力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日，全国711家万达影
城超8000块电子屏同步为梦想点亮，宣告这
一规模化公益行动全面启航。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表示，“梦
想电影院”创造了一种可推广、可复制的创新
模式，激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电影公益事
业，让更多的孩子感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开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点燃心中的希望。

“梦想电影院”公益项目发起人、万达电
影董事长兼总裁陈祉希宣布，年内计划为青少
年开启100场特色“光影之旅”，结合全国万
达影城的地理与文化特点，设计包括去最东端
的影院“迎接”第一道阳光，去海拔最高的
IMAX影城“触碰星空”等主题放映活动，并
开放剧组探班、影视研学等资源，推动“观
影+教育”深度融合。

作为联合发起方，中国电影基金会团圆志
愿者影视专项基金总监魏鸿表示，即日起将开
通线上报名通道，邀请青少年走进“梦想电影
院”，未来还将联动高校开发“电影启蒙课
程”，并开放更多影视行业资源，深化“观
影+教育”模式创新。

数据显示，万达电影过去一年完成超
1200场公益放映，服务观众超10万人次，覆
盖社区、乡村、学校及特殊群体。此次“梦想
电影院”的启动，标志着其公益行动从点状活
动升级为系统性工程。

“梦想电影院”公益项目
推动“观影+教育”深度融合

（上接01版）
2023 年暑期，黄宁带队辗转南方多

地，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考察。考察的目标
不是书报行业，不是新闻媒体，而是自动
化机器设备。彼时，在上级领导的支持
下，物流分拣自动化已经提上了日程。“简
而言之，就是用自动化设备来应对日益增
多的人工分拣劳动，提高效率，提升准确
度。”黄宁说。

但是，这样的设备并不好找。“原因很
简单，传统报纸行业没有，其他行业的设
备也很难做到这样轻量化、精确化的分
拣。”黄宁介绍。最终，《阳光少年报》委托
厂家专门进行了研发定制。就这样，2024
年上半年，《阳光少年报》用上了自动化分
拣设备，部分替代人工作业。“这是1.0版，
已经能够顺畅运转了。将来还会有 2.0、
3.0版，我们会不断迭代。”

在黄宁看来，对支撑能力的扩容，于
《阳光少年报》而言并非锦上添花，而是
必需的。“发行量的增加，也意味着支撑
体系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卖得动，也
能接得住。”

两年间，该报的人员规模从数十人变
成了近百人，部门职能也更加细分。为了
提高效率，增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
ERP 系统进行了升级，客服响应机制优
化，确保网店关键指标保持在高分状态，
让整个运营链条的衔接更加高效流畅。
就连印刷厂也从最早的一个变成三个再
扩大到五个。“每周三晚间传版，周四早上
9点《阳光少年报》自有的仓储物流系统就
开始分拣、装袋、贴单。”黄宁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发行量从150
万到 200 万，《阳光少年报》的“互联网基

因”也在持续进化。其搭建了高度专业化
的自营直播间，每天开播，节假日不休，从
早上6点播到晚上12点，只卖《阳光少年
报》。黄宁认为，在媒体转型融合发展的
进程中，这种极致的做法有着另一个开创
性意义，“多数传统媒体转型，是把互联网
作为传播的平台，变现非常困难。但《阳
光少年报》的逻辑不同，是把互联网平台
直接变成了变现平台，直接销售的是新闻
产品，而且是单一的产品。”

软实力扩容：
用“外脑”提升“内脑”

2024年底，《阳光少年报》找到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出了定制研修课程
的想法。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
闻业务研修班师资力量雄厚，但是为一个
少年类读物定制研修课，却是第一次。最
后，北大拿出了一套从来没有过的课程安
排：有品牌传播，也有人工智能；有国际关
系，也有公共艺术……

其实，这正是《阳光少年报》用“外脑”
提升“内脑”的有益尝试。参加研修班的
有管理骨干，也有主笔团队。“管理骨干需
要在现代企业的层面，提升眼界接触前端
思维；主笔团队需要在内容创作的层面，
提升素养完善知识结构。”《阳光少年报》
总编辑赵洪涛介绍。在他看来，从100万
到200万，在发行量外，《阳光少年报》最大
的变化，是软实力的提升。

除了研修班的集中培训，《阳光少年
报》还搭建了一个庞大的专家库。专家库
的构成让人惊叹：作家、艺术家、教育家、
工程师、科学家……涵盖各个领域。在他

们的帮助下，《阳光少年报》把追求高品质
的办报理念做到了极致。

赵洪涛给记者举了个例子，《阳光少
年报》的产品定位是给孩子写新闻。热点
时政、国家成就、前沿科技、法律新规的新
闻，都在讲述的范围内。“但这种新闻，往
往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主笔
不理解透彻，就难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
述给孩子。”这个时候，就该求助专家库
了。这样，即便主笔要写刚刚建成的海上
钻井平台，也能找到专家请教专业知识，
让文字既浅显易懂，又不失本真。

“发行量达到100万以前，主笔联系专
家还是挺不容易的。但伴随着发行量的
持续攀升，我们慢慢发现了一个‘意料之
外’的‘人脉关系’。”赵洪涛说，不少专家，
他们本身就是《阳光少年报》的读者家长，
一听说都是为了孩子，直言“好说好说”。

成长空间扩容：
拿出来的必须是精品

发行量从 100 万到 200 万的过程中，
《阳光少年报》的产业布局已经扩展到图
书、文创、研学等领域。以少年为中心，围
绕少年群体开发更多产品，扩展成长空
间，《阳光少年报》一直在努力。其中，最
抢眼的是出海战略方向。

2023年底，在郑州举办的第五届中国
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新华出版社与

《阳光少年报》举行了框架合作协议签署
仪式，并正式启动首个重点合作项目——

“新时代中国故事全球少年共读计划”。
据介绍，“新时代中国故事全球少年共读
计划”项目以纸质图书为载体，中英文双

语版国内出版、海内外同步发行。双方发
挥各自优势，逐步探索面向海外特定区域
和人群的其他多语种版本，以联合海外机
构出版、版权输出等方式扩大出版传播范
围，共同为世界青少年讲好新时代中国精
彩故事。该计划的首个图书产品，将于今
年正式出版发行。

2024年，《阳光少年报》与香港知名传
媒机构初步达成意向，共同创办一份面向
港澳及海外青少年群体的新闻类报纸，兼
顾内地与港澳本地新闻，聚焦国家发展成
就和港澳繁荣稳定实例，展现中华文化魅
力。“我们要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和青少
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港澳青少年的国
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搭建内地与港澳
及海外青少年文化交流的桥梁。”据赵洪
涛介绍，这项合作将在今年上半年实现突
破性进展。“如果顺利落地，也将开创内地
与香港传媒机构合作的新范例。”

当前，也有很多读者关注《阳光少年
报》的核心产品线的延展，甚至不少读者
在《阳光少年报》的后台给客服留言：《阳
光少年报》办这么好，为什么不针对孩子
更多的成长需求，多办几份不同的报纸和
杂志？

在黄宁看来，经历了市场的长期考
验，在内容生产和运营发行等方面，《阳光
少年报》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具备明显优
势，扩展核心产品线，也是发展战略的重
心所在。“我们当然想为孩子们办更多品
类的报纸，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是我们
始终认为，办报很严肃也很神圣，我们不
能图快，要坚持品质路线。拿出来的，
必须个个是精品，才能对得起读者对我
们的信赖。”黄宁表示。

《阳光少年报》的“进阶”秘诀

表2 图书出版主要指标
单位：万种，亿册（张），亿元，%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新版品种
重印品种
总印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53
29.70
113.98
1125.56
191.60

21.70
32.32
124.97
1192.21
223.47

5.70
8.82
9.64
5.92
16.63

表3 报纸出版主要指标
单位：种，亿份，亿元，%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品 种
总印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1709
270.99
564.75
51.72

1669
261.00
555.15
52.02

-2.34
-3.69
-1.70
0.58

表4 期刊出版主要指标
单位：种，亿册，亿元，%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品 种
总印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10139
19.31
207.57
34.56

10157
18.51
219.69
34.48

0.18
-4.14
5.84
-0.23

表5 音像制品出版主要指标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品 种
出版数量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6612
10098.98

32.07
3.10

6320
9113.75
33.58
3.28

-4.42
-9.76
4.71
5.81

单位：种，万盒（张），亿元，%

表6 电子出版物出版主要指标
单位：种，万张，亿元，%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品 种
出版数量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8072
11924.27

19.78
1.55

10205
13904.87

19.81
1.21

26.42
16.61
0.15

-21.94

表7 印刷复制主要指标
单位：万令，万对开色令，亿元，%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黑白印刷产量
彩色印刷产量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17395.45
119052.97
12900.03
478.87

16567.80
128110.53
12915.30
543.84

-4.76
7.61
0.12
13.57

表8 出版物发行主要指标
单位：亿册（份、盒、张），亿元，%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总销售数量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56.77
3320.70
222.41

268.34
3436.90
228.18

4.51
3.50
2.59

表9 全国出版物进出口主要指标
单位：万册（份、盒、张），万美元，亿元，%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进口数量
进口金额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3917.10
76702.88
726.72
9543.78
88.50
2.18

3996.88
80614.92
708.01
9109.22
94.29
1.80

2.04
5.10
-2.57
-4.55
6.54

-17.43

表10 版权管理服务与出版物版权贸易主要指标
单位：份、项，%

总量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版权合同登记数量
作品自愿登记数量

引进出版物版权数量
输出出版物版权数量

16215
4531857
10904
11908

16693
6428277
10044
11731

2.95
41.85
-7.89
-1.49

说明：1.表内经济指标未包括数字出版、打字复
印、邮政发行、版权贸易与代理、行业服务与其他新闻
出版业务。

2.若表中个别指标数据分项合计与总计不
等，是由于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表1 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经济指标 2022年 2023年 较2022年增长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

18258.97
985.99

24618.07
12226.25

18466.92
1088.27
25699.13
12785.68

1.14
10.37
4.39
4.58

注释：本公报中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含
港澳台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