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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的行业海
阔天空

新京报：从纸媒转而
进入出版业，做少儿出版
这一块，你有没有觉得拘
束不过瘾？

李学谦：没有，少儿出
版其实天地很大，并没有
限制我。与我以前的工作
相比，少儿出版，产业化程
度很高，市场的成长性比
较好，可以更加放手按照
市场规律去做事情。而且
与国际比较，会发现中国
的少儿出版业的发展空间
非常大，大有可为。

我国有三亿六千七百
万儿童，比美国的总人口
还多，但美国的儿童读物
销售额远高于中国。在发
达国家，少儿出版占市场
份额的百分之二十，而中
国只有百分之十二。所以
对我而言，少儿出版充满
挑战，大有作为。

与此同时，中国儿童
图书出版市场在这几年发
展得非常快，家庭收入提
高，家长受教育程度高了，
对 儿 童 的 阅 读 就 会 很 重
视。比如，绘本刚出现在
中国图书市场的时候，很
多人觉得不可接受，没多
少字，页数那么少，卖那么
贵。但这几年，绘本就卖

得很好，并逐渐形成热潮，
因为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
的早期阅读了。过去，儿
童早期阅读的起始年龄是
四岁，就是第一次接触图
书。现在是两岁。这一切
都让我觉得自己所从事的
行业海阔天空。

新京报：中国的儿童图
书出版市场的成长，是否构
成了“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
界”这一大规模青少年主题
书店的良性背景？

李学谦：可以这样认
为。但其实，现在人们的
整体阅读需求在提高，不
光是儿童读物，成人读物
也是如此，所以这并不能
算是“大世界”的优势，而
是整个书业所共享的。我
们的书店走的是专业化的
路线，有明确的读者群和
消费主体。

新京报：现在中国少儿
出版的主要弱势是什么？

李学谦：产业化程度
太差，仍然处在世界出版
产 业 链 的 低 端 。 举 例 而
言，2011 年《丁丁历险记》
在中国图书市场的销售业
绩非常好，但这是一本书
一本书卖出来的，版权东
家的收益其实比我们大多
了，他们在卖品牌和知识
产权，我们是把法文翻译
成中文，把中文稿子变成

书，然后卖书收钱，做得很
辛苦。

所以，产业升级是少
儿出版所面临的任务，也
是这整个中国出版业所面
临的。就我个人而言，在
中少社社长的位置上，我
要做的就是升级，努力打
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书店是出版业销售终
端。从这个角度而言，“青
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又
有它的一个优势，那就是，
它是我们整个文化产业链
的一部分，在它诞生之前，
我们就一直在打造少儿出
版的完整产业链。

文化理想不能代
替市场逻辑

新京报：很多实体书
店，仅仅作为一个销售终
端而存在，没有抵御市场
浪潮的能力，也扛不住技
术革命的冲击，这是否正
是书店溃败的主要原因？

李学谦：书店如果仍
然把自己当做是图书的销
售终端，倒闭就是大势所
趋，是必然的。人们的图
书购买习惯在发生变化，
阅读习惯也在发生变化，
而电子商务平台的价格优
势，又那么吸引人，实体书
店若纯粹卖书，必死无疑。

新京报：你是怎么思索
实体书店存在的可能性的？

李学谦：不能把自己
当做是纯粹卖书的地方。
但作为市场的一部分，书
店自身是必须用商业逻辑
去看待问题，以求变革发
展。我看到有人在呼唤给
予书店以政策性保护，比
如减租减税，但其实，解决
了政策问题，书店还是会
倒。国外有些国家在政策
上做得很好，对书店的保
护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
很多书店，还是倒闭了。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不是
政策问题，而是应该转换
商业模式。

新京报：商业模式的
转变，在“大世界”具体是
怎样体现的？

李学谦：现在给出版、
纸 质 书 以 及 书 店 算 命 的
人很多，我不会算命。我
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首
先，阅读是教育的基础，
应 该 把 阅 读 当 做 全 民 享
有的福利来推动，这是出
版业的文化使命，让大家
读 到 更 多 更 好 的 书 。 其
次，无论出版社也好，书
店也好，都是市场主体，
就 必 须 以 市 场 逻 辑 来 对
待自身的发展。

具体到书店而言，一
定 要 考 虑 自 己 的 升 级 换

代，去考虑怎样给读者更
多的增值服务。让他们觉
得 物 有 所 值 。 我 们 这 个

“大世界”，就是让人有更
多的收获。图书不是单一
的产品，而是以图书为基
础的阅读服务产品，比如
我们会推出阅读能力测试
这样的服务产品，然后让
阅读助理对孩子进行阅读
指导。然后还有阅读效果
的评估。我们有儿童音乐
剧表演、演讲、写作，传媒
工作坊，让孩子写自己的
东西，然后加以出版。

当文化理想遭遇市场
冲击，悲剧总是难免的。
理想很美，但是现实并不
残酷，其实是需要你去平
衡，让理想的回归理想，让
市场的回归市场，怀有文
化情怀的时候，你必须清
晰地认识到，一面对市场
的时候，就必须用商业逻
辑去思考，不然空中楼阁
虚幻一场，最后空悲切。
文化理想不能代替市场逻
辑，市场不会为文化理想
的覆灭而怜悯。而且，图
书业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
行业，必须让自己在市场
有安身立命之处，否则再
美的理想，也是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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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全民享有的福利他说：“很多人很多
人，总喜欢把自己所从事
的行业，作为一种手段，
喜欢标榜自己所作所为
的现实意义。我不赞成
这 样 ，关 于 社 会 文 化 理
想，我没有那么偏激，也
没有那么执著。我只想
脚踏实地去做事”

作为一位入行并不
久的出版人，李学谦把自
己当学徒，时时学习。他
关注着国内外出版业的
动态，早就发现，书店的
倒闭，并非中国所特有之
现 象 ，其 他 国 家 也 是 如
此。当时构划筹备“青少
年阅读体验大世界”，书
店可以倒闭，何以安身立
命获得自身的发展以及
价值，就是他思考的重要
主题之一。

在他眼里，“大世界”
并不如旁观者所见，有着
童话般的魅影。“大世界”
由中少社投资，经营场所
也是自己的地盘，所占有
的资源优势，是很多实体
书店所没有的。但“大世
界”亦非占尽天时地利故
风景独好，它和全球书店
一起遭受着书业冲击，逆
书店溃败之势前行，其力
量与信心来自它的自我
升级与经营理念，即以卖
阅读服务替代卖书，同时
从其顾客群出发，制定多
元而有吸引力的服务产
品。此中正有实体书店
可资借鉴之处。

（上接C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