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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在即，今年马来西亚担任书展主宾国。本版特稿呈现包括马

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出版业现状，以及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出版合作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实施

一系列政策，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和合作深度不断提升，双方文化交流也迎来高质量合作的新时期。

东南亚紧邻中、日、韩等文化和出
版发展程度较高的亚洲国家，除新加坡
外，该地区出版市场发展程度相对滞
后、参差不齐，对外交流合作处于弱
势。但同时，由于其涵盖国家众多、区
域广泛，在亚洲乃至国际出版市场又具
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文化构成复杂
出版地域性特色突出

东南亚各国的一大共性在于其民
族、宗教构成非常复杂，宗教传播历史
悠久，宗教文化丰富多样。佛教、伊斯
兰教、印度教、基督教、道教等宗教在
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各
国表现的宗教形态迥然不同。中国和东
南亚各国有宗教交流合作的良好基础。
近观中国与东南亚建立对话关系的 30
多年，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交通、通信
方式的便利化，以及文化壁垒的打破，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宗教文化交流遍地
开花，在宗教活动、宗教教育以及宗教
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非常显著
的交流成果。

东南亚华侨人数众多，人口占比较
大。同时，由于历史、社会原因，各国
其他民族与华侨华人关系复杂，且情况
差异化。在东南亚国家中，华侨数量最
多的是印度尼西亚，华人比例最高的是
新加坡，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中文变
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
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当地主要出版
商，如格拉梅地亚出版集团，近年来每
年都到中国参加书展，将中国看作一个
充满希望和挑战的市场。基于中国—东
南亚命运共同体，以及东南亚国家人
口、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双方不断强
化区域共同体意识，合作出版内容着重
体现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

华文出版广泛普及
市场需求旺盛

不同程度上，东南亚各国均在学校
开设华文教育课程。因此，当地政府和
出版机构通过进口、销售华文图书，直
接开展中文出版业务，或与中方出版机
构合作，满足对华文教材、华文出版物
的需求。

据统计，目前世界海外华侨华人
中，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最多，占全球华
侨华人总数超过70%。约75％的新加坡
人是讲中文、写简体汉字的华人。新加
坡设有 26 所只招收华人学生且以中文
为教学语言的特殊援助计划学校，其他
学校和机构也教授中文，市场对中文教
科书需求较大。马来西亚华语学校较为
普及，华文教育体系完整。马来西亚是
重要的图书进口国，尤其是大学和图书
馆对进口图书都有很高的需求。来自海
外的图书内容，尤其是教育类、学术类
的内容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因此，华
文教育、华文学术出版在当地具有重要
的市场地位。

由于华人华侨人口众多，多数东南
亚国家对中文图书尤其是中文教材保持
较高的市场需求，因此这些国家存在数
量众多的华文出版社和销售华文的书
店。新加坡学校使用的教材由当地出
版商出版，包括名创教育出版社、明
星出版社等，而来自中国的中文图书
由新华文化有限公司进口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所有销售进口
书的书店里，大众书局是最为活跃的
连锁书店。这家书店从中国进口大量
中文图书，并通过其在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全国的连锁店销售。还有马来西
亚的九丘书馆，新加坡的全球华人出
版社、玲子传媒等，这些出版机构和
书店形成多样化的中文内容生产和销
售渠道、模式，为推动中文图书在当
地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各国政府重视出版和阅读
市场潜力有待挖掘

为了提升国民素养，东南亚各国政

府推出多项阅读政策或规划，促进本土
出版业的发展，给当地出版市场带来广
阔的发展前景和对外合作机会。

新加坡出版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行业，反映出该国多元文化背景及
对教育的重视。市场涵盖教育类图
书、小说、非虚构作品、电子出版等
多个领域。预计 2025—2031 年间，新
加坡出版市场将以 3.1%的年复合增长
率增长。其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健全
的基础设施与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支
持；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高识字
率，持续推动对教育内容和图书的需
求；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与文化中心
的战略地位，吸引全球作者与出版商
交流合作。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
法规与项目，对图书市场产生显著影
响。例如，“国家阅读十年计划”倡议
旨在鼓励民众多读书，提升全民阅读能
力与习惯。政府还通过为本地作家与出
版社提供补贴与资助，进一步推动本土
出版业的发展。同时，识字率提升、教
育领域重视度上升，带动了人们对不同
类型图书，包括教科书、小说、自我提
升类图书的需求增长。预计马来西亚图
书市场在 2025—2031 年期间的年复合
增长率将达到3.2%。

长期以来因教育与阅读资源分布不
均，导致印度尼西亚国民识字率偏低。
政府发起“全国阅读运动”与“自由学
习计划”，旨在培养学生及农村地区的
阅读习惯。截至 2025 年，阅读图书仍
未成为所有社会群体的主流休闲方式，
但年轻一代的阅读兴趣明显上升，尤其
偏爱文学、自助与网络小说。尽管众多
挑战根深蒂固，但机遇同样蓬勃。不断
上升的识字率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人
口，推动了图书消费的增加，尤其是在
教育和职业类图书领域。反应灵敏的数
字平台、独立出版的蓬勃发展，以及对
本土故事的不断需求，使其成为极具潜
力的市场。

数字出版持续分化
呈现新格局

新加坡与国际出版市场密切接轨，
数字出版在该国出版业占据主导地位；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顺
应新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数字出版得
到重视；而缅甸、老挝等国家，由于经
济文化发展相对较为滞后，出版业的数
字化程度有待提升。

在新加坡，出版市场高度数字
化，反映出该国作为科技枢纽的地
位。得益于优越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
政府推动数字素养的相关政策，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与电子阅读器的普
及，使数字内容获取更加便利；提供
订阅或按需付费服务的线上平台成功
满足了消费者对灵活性与即时性的需
求，在增长和适应性方面远超传统纸
质媒体；人工智能、自适应学习技
术、移动阅读应用的迅速迭代也推动
电子书与有声书持续增长。

随着数字阅读方式的普及，马来
西亚图书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电子书
和有声书的流行程度正在不断提升。
出版商积极适应市场变化，与数字平
台加强合作，开拓线上销售渠道，扩
大数字产品供应。通过提供纸质与数
字形式兼具的产品组合，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保持市场的
活力与多元性。

作为全球第四大人口大国，印度尼
西亚市场正迅速从以印刷为主转向多元
化生态，拥抱数字创新、本土声音与区
域野心。曾被忽视的电子书，如今已成
为业务不可或缺的一环；订阅模式正在
发展，但盈利仍未可见。可持续数字出
版生态的建立，依赖更完善的支付基础
设施、更强的版权执法力度，以及与其
他数字服务的创意内容组合。

近些年，越南的电子出版市场快速
增长，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较为注重基
础设施建设的国家，网络的普及与稳定
为有声书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保障；随着
经济的整体发展，智能手机持有率较
高，为有声书消费奠定基础。

东南亚地区
出版业发展特点和现状
□甄云霞

东南亚地区在我国出版对外合
作中具有特殊地位，近年来，双方
出版业通过华文图书进出口、版权
贸易、图书互译、项目平台搭建、
运营分支机构等方式，建立深度连
接，密切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民心
相通发挥重要作用。

版权合作广泛活跃
内容输出占主导

2016—2023 年我国对东南亚国
家的版权输出约占比我国输出总项
目数的17%，版权引进占比不足我国
引进总项目数的2%，版权输出整体
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且顺差趋势
逐渐扩大。尤其是 2023 年，我国对
东南亚国家的版权输出在我国输出
总项目数中占比 21.9%，创历史新
高，而版权引进在我国引进总项目
数中占比仅1.6%。

开展版权贸易的双方出版机构
数量众多，但数量规模集中度较
高，头部出版机构的版权贸易项目
总数占比超过30%。

国内出版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五洲传播出
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中信出
版集团、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等。

外方活跃的出版机构主要涉及
马来西亚的亚洲智库有限公司、汉
文化中心、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辉
煌出版社，新加坡的圣智学习亚洲
有限公司、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世
界科技出版公司，越南的丁巳文化
服务贸易有限公司、金童出版社、
芝文化股份公司、明胜书店-明新文
化有限公司，泰国的红山出版社、
维多利亚出版社等。

在版权输出中，越南、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的项目总量排前三位，
而版权引进主要国家为新加坡、泰
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主要
涉及的图书类别为少儿类、汉语教
材/文化教育类、文学类，其中向新
加坡输出的图书中，科技类图书也
占较大比例，马来西亚侧重汉语教
育，而越南更侧重文学类图书。

政府发挥引领作用
推动项目和平台搭建

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翻译资助工
程项目、奖项、书展、展会等多种
形式，搭建平台，鼓励和促进我国
与东南亚出版业的广泛交流合作。

2015—2024 年丝路书香工程立
项资助输出东南亚国家的项目已超
600 项，占历年资助总量的 17.8%，
资助项目数量排名前三位的是越
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2016—2024
年国家社科基金学术外译项目共立
项资助 15 项输出东南亚的项目 （不
包含英文项目）。在经典中国国际出
版工程的历年资助项目中，输出东
南亚地区的项目也占据重要比例。
2019 年以来，我国与越南、新加
坡、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
亚等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实施经典
著作互译计划，一大批丰硕成果陆

续出版。历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中，新加坡、越南、缅甸、老挝、
印度尼西亚等国多位出版家、作家
获奖。

国际书展、展销会等渠道，为
双方搭建长期持续的友好交流平
台。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互派代表团
参加书展，举办主宾国活动，以图
书销售和版权贸易为抓手助力文明
交流互鉴。

2023 年马来西亚吉隆坡书展是
疫情之后我国作为主宾国参与的第
一个书展，而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邀请马来西亚作为主宾国参
展。东南亚中国图书巡回展创办于
2017 年，从第一届的泰国、柬埔
寨、老挝、缅甸四国逐渐扩展到其
他东南亚国家，至今已成功举办 8
届。2025 年巡回展定位于全年度、
多地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目前已
于 3 月在泰国、5 月在马来西亚举
办，此外还将赴新加坡展出交流。
本届巡回展吉隆坡展场侧重中外版
权对接，组织中方参展机构与 50 余
家参会海外出版商开展多轮“一对
一”对接洽谈，推动中国图书版权
出海。

企业发挥自主性
创新多元化合作模式

国内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的出
版单位，主动发挥先锋带头作用，
对标东南亚国家出版领域或机构，
持续探索创新，拓展多元化的合作
模式。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依托地理位
置优势，实施一系列创新举措，加
强与东盟各国在各领域的广泛且深
入的合作，包括建立中国—东盟版
权贸易服务平台，并在马来西亚、
越南等国陆续设立海外工作室，致
力将区域版权贸易服务做深做实；
发起成立“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
盟”，举办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
论坛，为少儿类细分出版领域的合
作搭建平台；实施“中国—东盟文
学互译出版工程”“东南亚国家语言
辞书精品出版工程”等。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集团在马来西亚建立马
来西亚分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和马
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共同发起中马

“一带一路”出版中心暨马来西亚中
国主题图书编辑部；外文局、新华
文轩、湖南人民出版社、南方出版
传媒集团、山东出版集团等出版机
构分别在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多
国，以出版中心、中国主题图书海
外编辑部、尼山书屋等形式建立分
支机构，开展本土化合作；中南出
版传媒集团与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在
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签署战略合作
备忘录，开启中新出版合作的新篇
章；还有多方参与举办的中国—东
盟出版印刷交流合作论坛、中国—
东盟知识服务创新与国际交流发展
大会等。

外方出版机构、书店也是推动
双方合作的重要力量。新加坡大众

书局通过出版教育图书为华文学校
提供教材与教育资源、举办文化活
动，并积极与新马两国政府及教育
机构展开合作，推动华文教育与文
化普及。海外华文书市是由大众书
局主办的年度华文图书展览活动，
2006 年首次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
地举办，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
华文书展之一，至今已成功举办 19
届，是为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华文出
版合作搭建的重要桥梁。马来西亚
彩虹出版集团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大
的华文儿童读物出版商及经销商，
影响力遍及整个东南亚华文市场，
与我国凤凰出版集团、广西出版传
媒集团、青岛出版集团等多家出版
单位合作广泛。

聚焦各国细分市场
深化特色出版领域合作

在互动过程中，双方出版机构
充分观照各自的出版特点，分别聚
焦教育、学术、文学等细分领域，
形成独具特色的优势，并取得丰富
成效。

新加坡出版国际化程度高，很
多跨国出版公司在当地设有亚洲或
东南亚总部，以教科书和STM为重点
的国际学术出版社也倾向于把亚洲
总部设在新加坡，比如麦格劳-希尔
教育、约翰威立出版社、学乐出版社、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世哲出版
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等。上述出
版机构与我国开展密切合作，开发一
系列教育、学术类产品和服务，以满
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同样，除了
传统的华文教育出版外，马来西亚市
场对学术、科技类图书的需求稳步上
升，显示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增
强与应用意愿提升，与我国教育和学
术出版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和倾
向性日益凸显。

我国的数字出版机构如起点科
技、掌阅科技、中文在线等，同泰
国、越南等国出版机构开展合作，
将一大批中国网络小说译介到该
国，使得中国网络文学传入当地被
更迅速地接受。不少出版社开始主
动发掘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通过购
买海外版权、翻译、出版获得高经
济效益。网络文学作品的流行也在
一定程度上带动 IP 产业链的延伸，
形成影视作品、漫画、短剧等在当
地的多元化传播模式和内容生态化
建构，并进一步拓展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同时，中
越两国因双方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
度上的共同基础，重点出版物、精
品出版物译介合作不断。《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
和 《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 等主题类
读物，《三国演义》《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 （袖珍绘本版）》 等优秀传统
文学类出版物，以及铁凝、莫言、
阎连科、麦家等中国当代作家的系
列作品几乎都出版了越南语译本。

根据文莱当地出版情况，儿童
读物是出版大类，另外文莱华校也
十分需要本土化的华文教材，因此
符合少年儿童的认知规律和阅读特
点的儿童读物、面向各国中小学阶
段的汉语学习类教材是合作重点。
近年来，我国多次向文莱各高等教
育机构及华文学校赠送图书及教学
资料。而在柬埔寨、老挝等对华较
为友好国家，我国广泛设立文化机
构、出版分支机构、书店、书架展
会等，全面开展主题出版、传统文
化、语言文化、教育出版、文学作
品互译等领域合作。

“站在亚洲实现整体振兴的新起
点上”，应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以
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区域合
作新格局为目标，鼓励我国出版业深
入东南亚地区出版市场，加强对当地
法律、政策及文化环境的研判，不断
探索、创新合作，进一步提升本土化
项目、机构和资本运作能力，打造更
深远的区域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我国与东南亚地区
出版合作情况与趋势
□甄云霞

表1 2016—2023年我国对东
南亚国家出版版权贸易变化情况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3.5%
15.9%
15.6%
18%

16.7%
16%

16.6%
21.9%

1.9%
1.6%
2%

1.8%
2.1%
2.1%
1.9%
1.6%

输出总量占比 引进总量占比年份

168
167
124
85
62
22
10
8
2

表2 2015—2024年丝路书香
工程资助输出东南亚国家项目情
况 单位：种

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老挝

柬埔寨
缅甸

菲律宾

注：上述资助项目输出对象国
有的包含多国，因此部分统计项目
有重复。

资助项目数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