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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技术手段日益丰富，图书等传
统出版物正从纸质载体向数字化载体大
踏步转移，通过手机、PAD、电脑等阅读成
为很多人习惯的方式。阅读方式虽然日
新月异，但内容建设的基础性、决定性作
用并未改变，要在“读屏时代”兼顾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亟待从供给侧实现改革创
新，让数字阅读真正强大起来，服务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

数据显示，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
近3亿，并正以较快速度增长。数字阅读
以其轻量化、多屏化等优势，占据着越来
越多人的阅读时间。同时，数字出版业的
产业化程度也日益提升，成为千亿级规模
的庞大产业。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高速
增长，数字阅读在全民阅读中的地位和作
用也将不断提升。推广数字阅读、强化数
字阅读内容建设、创新数字阅读载体大有
可为。

技术进步速度迅猛，产业发展势头正
盛，但数字阅读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摆脱掉

“碎片化”“低龄化”“肤浅化”等标签，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由于监管不力等因素，侵权、盗版等行为
也影响了数字阅读市场的正常秩序。这
些问题长期存在，数字阅读难以轻装上
阵。

在注重挖掘文化消费潜力、推动供给
能力和水平改善的大环境下，数字阅读领
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
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今天，数字阅读作为全民
阅读的便利载体，在文化服务民生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

为了实现更好的文化供给，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充分
认识到数字阅读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影响以及广阔的市场
前景，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推动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助力
新旧媒体形态融合发展，提供更好的内容和载体。同时，也
需要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完善跟进，构建安全、合理的市场环
境。

全民“读屏时代”，数字阅读的发展程度、质量，与每个
人都息息相关。这不仅需要我们主动与盗版、侵权等行为
作斗争，主动抵制非法、不良内容，也需要更多人才为数字
阅读的推广凝聚共识，为数字阅读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源
动力。

清晨，在地铁车厢里打开手
机翻看一段文字或视频，已成为
很多人的生活习惯。统计显示，
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接近3
亿人，其中通过手机进行阅读的
用户占一半以上，是电脑阅读用
户的2倍。手机成为近四分之
一中国人阅读的首选载体，数字
阅读悄然兴起将给我们的生活
方式带来哪些改变，文化传播方
式的转变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国已进入全新数字阅读
时代

2013年，我国人均年阅读
量达到4.72本书，近年来数字阅
读量和比例呈现逐渐增长趋势，
书籍对于国民的重要性越来越
受到国家的大力重视以及推动
和支持，“全民阅读”已经三次被
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13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
协会发布的《2015年度数字阅
读白皮书》显示，2015年，中国
数字出版总体产业收入已超过
4400亿元，数字阅读用户规模
已经达2.96亿，网民数字阅读的
使用率连续三年保持在40％以

上。
“现在数字阅读率已经超过

58％，数字阅读最有效地、最大
限度地消灭了城乡之间、不同地
域间信息获得的鸿沟。”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说，数
字阅读解决了过去传统出版物
所不能覆盖、不能到达的人群，
提供了获取信息新方式。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数字阅
读习惯正在向由浅入深转移，从

短的零碎的阅
读向系统性的
阅读发展。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
数字出版司司
长、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
会副理事长张
毅 君 表 示 ，
2010年以来，数字阅读市场一
直保持高速增长，移动端的收入
逐年攀升，突破百亿规模指日可
待，数字阅读市场开始进入蓬勃
发展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
阅读市场总营收中，以手机为代
表的移动端占比接近了90％。

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副总裁沙跃家介绍，中国移动整
合成立的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在短短一年中探索内容聚
合、版权交易变线、内容创新创
业几大平台，已成为国内最大正
版数字内容聚集平台，累计培养
了4.5亿用户的阅读习惯。“手机
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阅读的主
要途径，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

新 的 阅 读 时
代。”他说。

“IP”走 红
催生产业新生
态

近期，“IP”
一词可谓红遍
大江南北。到
底 什 么 是

“IP”，它 为 什
么那么火？

中国传媒
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春
河认为，IP原本是一个法律概
念，但如今被很多人在概念上与
BE（品牌资产、品牌权益）混淆，
现 在 大 多 数 人 将 其 理 解 为
Idea－propagation。原始 IP
概念上认为“这棵树上结的果子
属于我”，而现在 IP概念是“这
棵树结的果子可以拿来做什么
卖”。从一个 IP改编到另一个
IP，然后变成产品，甚至发展成

为一个产业，优质的改编及卓越
的市场运作至关重要。

据张毅君介绍，2015年我
国数字阅读呈现 3个特点：第
一，阅读类型高度集中，玄幻、都
市、仙侠等内容受追捧；第二，作
品同质化趋向明显，迎合作品偏
多，缺乏新意；第三，原创内容造
就了IP。《花千骨》等被改编为热
播的电视剧，很多原创作家成为
双创明星：前不久公布的2015
年第10届中国作家榜，在版费
收入排名前10的作家，网络作
家占据6成，优质文学IP成为新
业态的催化剂。

《白皮书》显示，IP个性化数
字阅读正在催生粉丝经济新生
态。网络作家的固有粉丝，具有
较强的黏性。社交工具使网络
传播更加快捷，通过评论、分享、
打赏等方便了读者和读者、读者
和作家之间交流和互动。90％
读者表示对再次改编为漫画、电
视等周边产品很感兴趣，潜在市
场和用户群体巨大。

“目前部分数字阅读平台已
尝试根据粉丝的意愿，作者提供
多线条故事结构，伴随粉丝经济
的发展，必将产生新兴的业态发
展。”张毅君说。

业内人士认为，IP热不仅是
市场作用的结果，更是文化企业
的自我觉醒，是文化供给侧创新
发展的成果。不断扩大市场份
额，凸显IP的超强产业属性，以
及在品牌影响、分众营销和产业
链带动等方面的实力。成熟的
IP产业运作，将帮助企业提高抗
风险和盈利能力，为国民提供更
丰富的文化原创内容选择。

数字阅读来了，我们准备好
了吗？

据了解，我国数字阅读产业
规模自2011年后开始进入高速
发展井喷期，伴随移动智能终端
的普及，2015年数字阅读市场
发展势头趋于平稳，预计今年市
场规模将突破101亿元。

“版权保护依然是制约数字
出版和数字阅读发展的主要问
题。”魏玉山说，以
前对于网络上传
播的盗版产品等
管理并不严格，法
律不够规范，目前
情况并不乐观，政
府在逐渐完善法
律环境、相关法律
条文，包括互联网
传播条例、版权局
网站转载新闻的
专门规定，进一步
从法律制度上完
善网络转载、发表
期刊等版权作品的规定。必须
通过制度堵上漏洞，方能助力产
业发展。

掌阅科技 CEO 成湘均认
为，国外版权使用保护非常严
格，立法很规范，对于盗版的惩
罚力度也非常大。我国相对来
说，监管单位维权周期较长，惩
罚力度一般，出现纠纷往往花一
年半载也就罚几万元，让原创作
者维权路上杯水车薪，在一定程
度上严重影响创作积极性。

据介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正在从事国家数字版权保护
技术研发工程，通过技术手段给
予版权保护，通过大数据手段对
侵权行为进行追踪和限制，将可
减少作品在互联网环境中被盗
用或侵权。魏玉山建议，国家应
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版权保护意
识，推广付费观念，引导读者到
正规网站阅读。

“我们仍需下大力气探索和
研究，如何运用新技术让数字阅
读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传播
社会正能量和民族文化，推动书
香社会和全民阅读发展任重道
远。”吉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
显吉说。

全民数字阅读时代将至 我们准备好了吗
■新华社记者 高亢 刘硕 商意盈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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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商意
盈 高亢）2016年第二届中国数
字阅读大会13日在杭州召开，
会上发布的《2015年数字阅读
白皮书》显示：2015年，中国数
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2.96亿，
通过手机进行阅读的用户占到
52.2％，是电脑阅读用户的两
倍，手机成为用户数字阅读的首
选载体。

《阅读白皮书》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数字阅读用户中16
岁至45岁的用户超过九成，呈
现高学历、中等收入、普通职员
的基本特征。从地域上看，数字

阅读品类渗透率呈现地域差异，
东南沿海省份的渗透率要高于
西北内陆地区，在中国数字阅读
城市指数榜单中，成都、深圳、北
京名列前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
字出版司司长、中国音像与数字
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张毅君说，调
研数据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
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区
间，数字阅读营收呈现多元化。
数字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其应用便捷和成本
低廉的特点，在服务文化民生上
的作用不容小觑。

用户规模的扩大和业态发
展多元化促使数字阅读产业也
在蓬勃发展。统计数据显示，
2011年，数字出版产业营业收
入为1377亿元，占当年新闻出
版业营业收入的 9.5％；2015
年，数字出版总体产业收入达
4400亿元，占比达20.5％。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
版管理司司长周慧琳说，2015
年我国成年国民阅读率、数字化
阅读方式接触率都有所上升，数
字变化的背后是全民阅读活动
不断深入，影响不断深远，全社
会阅读氛围更加浓厚。

我国数字阅读用户已接近 3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