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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初版诚稍
一

一

开拓 图书市场 初探

卢 华 根

从近几年出版社的新书征订数波动的情

况看
,

一本初版图书的社会需要量是很难准

确地预测的
,

因而寻求初版试销的路子很有

必要性
。

为此
,

我对出版社如何利用初版试

销
,

开拓图书市场的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

一
、

要看清图书市场的初版试销趋势

图书实行初版试销
,

在国外已不是新鲜

事
,

发达国家就是先初版试销
,

后根据读者

的要求不断重印的
。

我国在整个出版系统改

革中
,

新华书店起步最早
。

书店实行经营承包

责任制后
,

对图书进货的数量和质量也有了

初版试销新的要求
。

据有关同志对 年湖

南《社科新书目 》第 期的订货抽查
,

看

出订货品种普遍较少
,

其中备货品种 指书

店主动订进投放市场销售的品种 更少
。

种图书
,

湖南省地市店各订进 种和 种
,

分别 占征订品种的 肠和
,

其中读者预

定的品种 占 肠和 肠
。

个县店订货品种

最高的 种
,

最小的 种
,

个别 店 一 种 不

订
。

平均每个县店订货 种
,

占总征订品

种的 肠
。

正如有的进货员所说 宁可脱销
,

也不多备
。

另据报道 许多新华书店由于过

去进货不合理
,

存货多
,

流动资金减少
,

因

此 现在进货时
,

往往只抓一些重点品种或

畅销书
,

对大多数品种一般不订货
,

或读者

预订几本
,

他们就向出版社订几本
,

一般也

不备货
。

正如某市新华书店一业 务 科 长 在

年的首都图书交易会上所说 我们过去

订货不敢多订
,

能销 本的
,

只敢订 本
。

湖南 图书市场报 》 年第 期发表了一

位在基层书店担任图书进货工作的业务员的

文章
,

文章中说 一个进货员一年要处理几

百家出版社数万种新书的订货 目录
,

不仅仅

是
“

隔山买牛
” ,

那些新书内容简介文字
,

有的千篇一律
,

有的故意拔高
,

有的名不符

实
,

有的
“

挂羊头卖狗肉
” 。

每当填写订数

时
,

如十五只桶打水
,

七上八下
,

心 中无底 从

上述几例材料 中可见
,

出版社的新书征订
,

‘

在书店难预测读者需求量和未把握图书质量

时
,

订货是不大胆的
,

深刻一点说
,

在心理

上还只是试试看
。

由于各个书店对新书征订的 订 货 品 种

少
,

因而使一个出版社的新书能被书店在订

单上填写订数的机遇性也不多
。

对出版社来

说
,

能够收回一点小印数
,

应该视作是一种

沟通出版社与读者联系的机会
,

切不能因新

书征订少而轻易放弃已论证过的选题
。

出版

社要有初版试销后可能再版的远见和敢于投

石问路的胆略
,

克服小印数开印的困难
,

让图

书由选题变为现实的图书去图书市场展现自

己
,

去让读者知晓
,

去接受读者的检验
, 二

从

而扩大读者群
。

现在全国有 多家出版社
,

每年出书



感 。多种
,

从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看
,

图书

发行部门采用初版试销的方式 将 会 成为 趋

势
。

出版社应看清图书 发行 的初 版 试销趋

势百
‘

因势利导的去开拓图书市场
。

一 二
、

要以选题和图书质里优势保证初版

试鞘成功
、

‘‘ 个出版社的新书初版试销
“

命运
”

如

衬
,

取决于选题和内在质量
。

一 选题作为先决条件
,

应表现出一个出版

社的追求和预见
。

为避免对读者需求判断的

盲 目性广出版社采用动态工作法
,

让编辑人

员有时间经常做些调查研究工作
,

了解读者

的需求热点和需求发展变化的预兆
,

了解社

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 了

解作者们的著译情况
,

这对 确定
“

人 无我

有
,

人有我优
”

的选题都会有积极的意义
。

出版社在这方面发挥了编辑 人 员的 积 极作

用
,

’

就会使选题能够真正优化
,

从而为新书

初版试销成功打下基础
。

在定准选题的前提下
,

初版图书要在 内

在质量上有优势
。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 》

一文中说过
,

我们要的是真知识
、

有用的知

识厂绝不能
“

用无边无际的
。

九分无用一分

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
” ,

不能让

他们的买脑
“

被一堆无用的垃圾塞满
” 。

这

虽然是针对青年工作说的
,

但出版社的编辑

人员在把握书稿内容质量方面也应遵循这种

要录
。 一

根据接受学的观点
,

一部作品或著作

完成后
,

要经过两个接受环节
,

一个是由编

辑
、

出版
、

书店构成的社会接受形态
,

一个

是表现为读者的个人接受形态
。

编辑人员作

为社会的文化代表
,

是一部作品或著作的最

初社会接受者
,

能够被接受的只能是有益于

交流知识信息
、

积累人类智慧
、

促进社会进

步
、‘

丰富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内容
。

因而

利用图书这个物质载体
,

准确无误地传播文

化科学知识
,

这是编辑应尽的责任
。

与此同

时
,

校对质量
、

装帧设计质量和印制质量都

要为图书的内在质量起保证作用
。

有了好选题的基础
,

有了内在质量的优

势
,

第一版印数即使少那也可能是暂时的
。

一旦初版进入图书市场
,

销售就会取得理想

的效果
,

并且随着潜在读者需求量的增大
,

初版书的小印数就会转化为重版 书 的 大 印

数
。

三
、

要抓住初版试
一

销时机做好理论宣传

和推销宣传

图书宣传应包括理论宣传和推销宣传两

种形式
。

理论宣传方面
,

可通过报纸
、

刊物
、

情报资料
、

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媒体
,

登载

新书评介
、

发新书短讯
、

发新书广播电视快

讯
、

发新书征订 目录等
,

把鲜为人知的新书

广而告之
,

扩大新书信息辐射功能
,

从而引

导读者购书
。

同时
,

还可通过办橱窗陈列样

书
,

让路人皆知
,

目睹并鉴别图书
,

从而激

发读者兴趣
。

推销宣传方面
,

可通过 图书展

销会
、

特约经销店等场所
,

带样书让销售人

员识货
,

增加对新书的信任感
,

从而 由他们

帮助把潜在的读者转化为购书者
。

出版社开

展初版试销图书的理论宣传和推销宣传
,

既

是为书找读者
,

也是为读者找书
,

因而应及

时
、

深入地进行
。

目前
,

我们的图书宣传还有一些值得思

考的问题
。

如湖北人 民出版社 近 来 出 版的

中外体育游戏 法 》一书
,

有一定的科

学性
,

又通俗易懂
,

易学易做
,

适合各种文

化层次
、

不同年龄的读者 使用
。

在 目前体育

一类的书再版多
、

新书少的情况下
,

帮助更

新品种
,

满足读者需要是适时的
。

根据体育

类的书在新华书店多次进货
、

销量上升的趋

势
,

我们预测本书理应有理想的印数
,

但实

际从新华书店回收的订单数却不多
。

除了上

述例子外
,

湖北人 民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一

些高质量
、

有价值的新书
,

征订数却很少
,

这都在意料之外
。

这些都可能与初版前的宣

传不够
、

征订方式单一等因素有关
。



事实告诉我们
,

现在的图书宣传工作还

有待于加强
,

尤其是初版试销图书已与读者

见面后更要加大宣传分量
。

宣传初版试销图

书
,

对传播图书发行信息
,

加速图书商品流

通
,

增加重印次数
,

扩大 图书发行量
,

会比

初版前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

对此
,

出版社应

加 以重视
。

四
、

要以满足读者铸要为前提争取再版

一本书初版印数很少
,

这给出版社在经

济上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

再版书一般不需要

再排
,

费用支出降低
,

这可给出版社带来较

好的经济效益
。

因此
,

初版书的再版是各出

版社很重视的事
。

但初版书的再版仅有出版

社的意愿还不行
,

更重要的是要有读者需求

量
。

一本书的初版印数少
,

反映的只是发行

部门对读者需求的最初判断
,

而潜在读者需

求量只有在初版试销后才能反映出来
。

出版

社利用初版试销的目的
,

就是要使潜在读者

需求量反映出来
,

以便再版满足读者需求
。

陕西人民出版社刘中尧同志在《试论书

籍再版对整个出版工作的重要性 》一文中写

到
“

有人把书籍的出版过程看 作 两 次 选

择
。

初版书的出版是经过编辑的选择而得 以

出版的
,

是第一次选择 再版书的出版是经

过读者的选择而得 以出版的
,

是 第 二 次 选

择
。

这是个很有见地的看法
。 ”

我十分赞同

刘中尧同志的看法
,

与他一样认为第二次选

择是更为重要的选择
。

为了给读者提供第二次选择的条件
,

出

版社应重视再版征订工作
,

既要依靠新华书

店这个主渠道的优势和力量进行 目录征订
、

系统征订
,

也要在 自办发行中 采 取 样 书征

订
、

登 门征订
、

电话征订
、

收费征订等方式

补充新华书店的缺漏征订
。

要通过这些灵活

多样的征订形式
,

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到要再

版的信息
,

从而参与第二次选择
。

参与第二

次选择的读者群扩大了
,

收回的征订订货
、

订购的印数才会大
,

出版社对初版书的再版

决策依据也才会可靠
。

出版社应珍视读者的第二次选择
。

一旦

初版试销成功
,

读者需求量增大
,

出版社就

要快速使再版书与读者见面
。

据资料获悉
,

世纪出版社在适应读者需求
,

抓时机
、

快

出书的成效是很明显的
。

年 月
,

北京

新华书店向 世纪出版社订购《资治通鉴图

画本 》 。。。套
,

要在 天内交货
。

世纪出

版社与江西印刷公司通力协作
,

快速将 卷

本的 套书交北京市新华书店
,

使这些书

在北京图书节期间与读者见面
,

并 一 炮 打

响
,

被评为首届北京图书节十大 畅 销 书 之

一
。

这套书在不到一年时间中三次重印
,

发

行 万册
,

畅销全国
。

由此可见
,

世纪出

版社的读者观念
、

市场观念
、

时效观念是多

么强烈
。

正是他们强烈的读者观念
、

市场观

念
、

时效观念才赢得了市场
,

这是值得我们

借鉴的
。

据分析
,

我们的任何图书都未达到超过
市场容量的程度

。

那种
“

一版定终身
”

的作

法
,

是脱离图书市场的实际的 只有利用初

版试销时机
,

争取逐次重印读者需要的初版

书
,

那才能真正体现出我们为读者服务的出

书 目的
。

总而言之
,

在新书征订数严重滑坡的困

境中
,

只有认清图书发行的初版试销趋势
,

以图书的质量优势
、

宣传手段
、

争取再版等

积极行为去开拓市场
,

才能由被 动 转 为 主

动
。 “

少批量
、

多印次
”

应成为出版社利用

初版试销的基本作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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