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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力图探索出一条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一理想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始终。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中华儿女始终在苦苦探索着。
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革命进步打开了新的一页，但很快又陷入军阀混
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创造了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启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
度得到巩固和完善的伟大革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探索了一条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
裕的伟大道路。
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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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强国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重点书系》，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
而深化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高坚持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坚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
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营造良好氛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
供强大思想保证，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该套书系内容系统、全面，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历史的角度全方位回顾和再现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较强的全局性和立体感；立足改革开放30年理论与实践中的一系列重点、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学术探讨，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关注相关行业或领域，理论
联系实际，以点带面，进行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
书系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全面回顾了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记
录了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示了30年来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面貌所发
生的深刻变化，宣传了30年改革开放成就和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总结了中
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生动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认为，以书系的形式，全景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和实践，是对历史负责，是对后人负责，
也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加了一份珍贵的宝藏。
她所载入的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时代精神，将永远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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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出版体制改革30年2008年是出版体制改革30年，回顾30年历程，可以说在出版管理体制
、经营机制、发行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很大成就。
30年来出版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1978年至1992年为第一阶段，是出版改革的启动期；
从1993年至2001年是第二阶段，是出版改革的发展期；从2002年中国加入WTO至2008年是第三阶段，
是出版改革的全面深化期。
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出版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出版单位经营机制改革，三是发
行体制改革。
一、出版改革全面启动阶段（1978年至1992年）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
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出版方针不再提“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确立出版工作的五条指导思想，实现出版业的复苏与发展，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特征。
“文革”期间，编辑队伍解散下放，很多出版社停办，正常出版陷于停顿。
“文革”后，与满目疮痍的文化建设相对应的，是数之不尽的嗷嗷待哺的读者群，书荒成为当时社会
的严峻现实。
新华书店门前常常排起几百人的长龙队伍，新书预告栏前水泄不通，人头攒动，形成了当年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为了满足饥渴的读者文化需求，快速恢复与发展出版业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释放出版生产力，出版业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推行社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解决统得过死
和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
（一）出版单位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建国前，我国出版业以民营经济为主。
建国初期，我国借鉴前苏联的出版政策，对私营出版业、发行业、印刷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改造完成以后，出版社完全变成了国有经济，实际成为事业单位，实行事业管理，缺少经营的机制。
1983年，经文化部出版局批准，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
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要开始面向市场寻求生存。
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带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色彩。
1984年6月，文化部出版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提出：“适当扩大出版单位自主
权，以提高出版单位经营的主动性。
绝大部分出版社现在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都要做到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的提取同利润挂钩。
要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
”这一改革措施的实行，使出版社逐渐由生产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1984年1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提出：中央及省市区的部分期
刊继续试行补贴，但要实行经济核算（人员、行政开支均应记入成本），积极改善经营管理，精打细
算，杜绝浪费，逐步减少亏损，争取尽早实现自负盈亏；其他各种期刊，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一律不得给予补贴。
期刊也从国家补贴为主向市场转变。
随着出版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在出版社内部，管理制度也由党委负责制转变为社长负责制。
1980年，中央宣传部转发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定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出版社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分工负责制。
出版社的重大问题，应经过党委讨论做出决定。
”这是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
经过多年运转，这种管理体制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越来越不适应。
1988年5月，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布《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
实行社长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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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是法人代表，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
社长全面领导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
国家规定的出版社应有的人权、财权和选题审批权，由社长行使。
编辑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都对社长负责。
”“出版社是否设总编辑，是单独设置还是由社长兼任，可以因社而异，不做统一规定。
”在原有国有单位事业体制下，出版单位的分配是一种严重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干与不干、干多
干少与收入没有多大联系，员工积极性很难发挥。
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
编辑部门的改革，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抓责任制”。
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上也提出：“出版社编辑部应当建立联系奖惩的考核制度
。
要实行岗位责任制，要规定先进合理的定额，超额奖励；同时实行若干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主要考核内
容的单项奖。
”1988年，在全国各行各业大搞承包的环境下，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也提出，出版社可以试行承
包责任制，“继续试行和完善出版社内部的各种承包责任制。
”“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向国家（上级主管机关）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的主要内容包括出书
品种、质量、数量和利润”。
同时指出，编辑部门试行承包责任制时，要有保证社会效益的要求和措施，不允许不顾出版方针和图
书质量，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考虑到编辑工作的特点，利润指标不宜分解到人。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绝大多数出版社把利润指标分解到人，其不良后果很快显现出来，片面追求经
济效益，买卖书号，编校质量下降，图书品种迅速增加。
1992年1月，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编辑室和编辑个人不要搞承包
，因为不利于保证社会效益”。
此后，许多出版单位用目标责任制代替了承包制。
（二）地方出版社由“三化”改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对地方出版单位提出“
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经营方针，规定地方出版社主要是为地方服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地方出版社对于这一方针的意见很多，纷纷要求改革地方出版社的办社方
针。
1979年，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针对地方出版社要求改变“三化”的方针，国
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明确表态：“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
行。
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
1983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这一方针得到充分肯定。
地方出版社经营方针的调整，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生产力，地方出版力量的增强尤为引人
注目，并由此催生了一批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影响的地方出版社。
1979年长沙会议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由一家综合性
出版社分解为若干家专业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的人民出版社陆续分解为多家专业出版社。
如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前先后分出广东科技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
1985年，又分出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新世纪出版社。
在广西，从1985年开始至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分出了漓江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广西美术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
到1987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471家，其中1977年以后新建和恢复的有396家。
同时，全国有81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出版社。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一个专业较为齐全、布局大体合理的出版社体系基本形成。
这样一来，出版社出书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出版了许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和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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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大型丛书。
（三）通过开放协作出版与自费出版，开展增强出版能力的探索为了增强出版能力，出版业进行了许
多探索，协作出版与自费出版就是其中重要的两项。
1984年，湖北、辽宁两省的一些科研单位与出版社合作，自筹资金出版科研类图书，这种方式被称为
协作出版。
它又称为合作出版、委托出版，是供稿单位取得出版社的同意，使用该出版社的书号出书，同时还承
担编辑、印刷、发行等任务。
1985年，文化部充分肯定这一形式，后来又具体规定了协作出版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各类学术著作
以及社会急需的推广科研成果的读物，专业面窄、印量较少，在教学科研上确有需要的品种，协作的
单位必须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教育科研单位，不能接受个人和集体的协作出版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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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撰写。
各章节分工如下：绪论：郝振省、魏玉山、刘拥军、刘兰肖；第一章：鲍红、屈明颖、徐升国；第二
章：拜庆平、孙鲁燕、徐升国；第三、十二、十三章：魏玉山；第四章：贾靓琨、王曦、张晓斌；第
五、六章：裴永刚；第七章：张立；第八章：陈生明、王飙；第九章：刘积英；第十章：刘拥军；第
十一章：赵冰；第十四、十五章：李文娟；第十六章：刘兰肖；附录及大事记：孙鲁燕、鲍红、屈明
颖、拜庆平；全书统稿：魏玉山、刘拥军、刘兰肖。
由于时间仓促，学识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疏陋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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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强国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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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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