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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北京印刷学院
新闻出版学院常务副院长、
数字出版专业负责人

北京印刷学院是国内
最早设置数字出版方向的
高校，我们从2008年开始招
收了68名学生，今年7月他
们毕业并全部找到了工作。

我们对数字出版的理
解是广义的，因此在课程设
置 上 也 是 多 层 面 多 维 度
的。我们的数字出版课程
分为三大模块，第一是出版
理论与文化模块，包括编辑
学、出版学等内容；第二是
数字出版技术模块，包括网
站架构、数据挖掘、多媒体

设计制作等内容，在这方面
我们不是教授技术的研发，
而是怎样来应用；第三是数
字内容管理模块，主要是数
字内容的管理和营销，包括
版权贸易、网络营销等等。
我们的人才培养是复合型
的，但学生可以根据个人需
求和社会需求来选择不同
模块课程的比重。

总的说来，根据数字出版
产业的人才需求，我们着重培
养学生的四种能力：对海量信
息的发掘能力、优质内容的策
划和整合能力、对数字内容经
营管理运作的能力、跨媒体出
版技术的运用能力。

●俞晓群，海豚出版社社长
出版产业本身是内容产业，内

容为王，在数字出版的大背景下更
应该重视编辑工作。我认为数字
化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只是内容
的另一种出口而已。不管受到什
么样的冲击，也不会改变其本质。
现在的出版人才也越来越专门化，
不过编辑应该懂营销，懂市场，我
们老一辈的出版人很多都是营销
高手。但编辑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加工，在数字出版方面我们会招专
门的计算机、数字化人才，考核他
们对数字出版的理解。

D08-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悦

■ 高校说法

多维度课程培养
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

数字出版背景下
更应“内容为王”

他们在招聘时也更青睐具
有复合学科背景的人才，既具
备专业知识背景，在文字加工
方面又有一定能力，这样能够
运作得出好书，跟得上市场。

数字出版
内容为王VS技术主导

数字出版是近年来出版业
发展的一个亮点，数字出版人
才也是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典型
显现。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
院常务副院长、数字出版专业
负责人陈丹介绍，数字出版大
约在 2000 年在国外发展起来，
慢慢传入国内，直到 2005 年在
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快速发
展起来，至 2009 年其产值已超
过了传统出版业。

“数字出版是一个具有中国
特色的词，国外大多称作数字内
容产业。”陈丹解释，“目前关于
数字出版的解释有几十种，大多
集中在‘出版数字化’和‘数字化
出版’两个含义上。出版数字化
是指出版在流程、设备上的数字
化，而数字化出版则指 IT、新媒
体的介入所带来的数字传播和
数字管理。我认为数字出版应
该是这两种含义的综合统一。
现在很多国内传统出版社还不
太清楚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或
组织结构，而一些新媒体、IT企
业则在市场运营、对技术的把握
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

2009 年，电子工业出版社
成立了数字出版中心，该中心
李主任介绍，他们要做的主要
是内容的数字化建设，把纸质

书转换成数据库，但这种转化
不是简单地把纸质书变成电子
书，而是要进行分类和聚合，属
于深度加工。“纸质书提供的是
一个产品，但信息服务提供的
是一个解决方案，一个问题可
能会涉及到几十本书的检索。”

李主任认为，数字出版人
才首先要对出版流程非常熟
悉，然后要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基
础，对现有的数字化要有所了解，
最后要了解互联网的传播方式。

“现在数字出版招人很难，因为
很难有人能够很好地结合这三
个方面。”

天闻数媒数字阅读执行官
郑铁男则认为，“数字出版并非
完全以技术为主导，以后的领
军人物一定是出版界的人。现
在很多国内出版社对数字出版
找不着方向，我觉得还是因为
没有下定决心进行转型，他们
尽管有些压力，但还没有到必
须思考转型的地步。其实国外
数字出版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
了，也有着成功的模式，国内出
版社完全可以借鉴国外同类型
出版社的盈利模式和技术。”

“也要看你究竟想把数字
出版做到什么程度。”范源解
释，“如果只是做成电子书，那
一般的编辑可能也就足够了。
但如果想对产品做进一步的开
发，还是需要有计算机技术研
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的
产品是需要个性的，即使和软
件公司合作也不一定能实现我
们的想法。数字出版人才还是
要靠自己来培养，目前国内高
校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方面还
处在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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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现的可点读的数字化出版物。 图/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