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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走起书展走起““技术范儿技术范儿””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上海有这样一片老城区，拥有数十年甚
至上百年历史的老厂房一个个散布在居民
区中间，又一个个变身为创意产业园区。最
特别的是这些园区还有个共同的创意产业
集群区域品牌——“江南智造”。近日，上海
江南智造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在这里成立。

这是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管理体制的创
新和突破。之前，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很多都
是由老厂房、老仓库转型而来，相伴而来的
是当年国企或租赁企业成立的单个园区经
营方管委会。“江南智造”是上海首个“一区
多园”模式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促进中心是
园区经营方、入驻的领军企业发起成立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这些企业中国企、外企、民企
都有，实行市场化运作，非盈利运营。

近年上海出现了很多创意产业集聚区，
最著名的是“环同济建筑设计产业带”和“环
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规模都远大于

“江南智造”，但都没有如“江南智造”这般，
将目标明确定位在建设“以文化创意产业为
主的特色产业集群”，更没有像“江南智造”
似的，为打造创意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已向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商标注册申请。

促进中心理事长黄瀚泓说，他们将逐步
树立“江南智造”上海创意设计引领地和上
海创意城市实践区的品牌形象。

黄浦区副区长吴成也表示，“江南智造”
正在申请的工信部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
试点，对其未来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
用；“江南智造”近期已列入大张江黄浦园
区，将会得到更多政策支持；“园区、街区、社
区”三区联动融合，将引领“江南智造”的设
计产业和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产业
融合、产城融合。

目前，由“江南智造”与园区企业共同打
造的 5 大重点项目已顺利启动，其中“LKK
影响力计划”是集市场调研、创意设计、产品
展示、人才培训等为一体全方位服务体系；
建筑与室内设计产业链以设计师为核心，促
进室内和建筑产业的发展；上海宜欧创新设
计中心搭建起一个国际买手、生产制造业企
业、全球设计师三方线上线下合作共赢体
系；“创意发声”是创意设计培训平台，为创
意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培训服务。

“江南智造”：

做有品牌的创意园区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二维码、WiFi、微信、微博，一系列新技术出现在 2014 上海书展现场，

让申城开启了新媒体时代的“阅读模式”——

笔者参加过不少书展，印象最深的是
读者的阅读热情。展厅里，展台边，或站或
坐，无不是读书者爱不释手地捧卷阅读的
身影。许多还是“全家总动员”，大人孩子
一同感受书香气息。

以前，书展主要是作为出版、发行机构
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而存在的，书展的重
头戏是各家书商在书展上的交易。然而，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版发
行机构在网上可以随时随地实现订货、交
易，书展作为交易平台的服务功能逐渐弱
化。曾有业内人士告诉笔者，前些年为了
让书展的交易数字“好看”一些，许多出版
机构都将平时达成的交易意向统一放到书

展上去“签约”。而今看来，这样“制作”数
字大可不必。

书展的交易功能虽然被弱化，但服务
读者的文化功能却日益凸显。许多地方开
办的书展就直接把“全民阅读”作为主题。
从呈现出的效果来看，这样的做法颇受读
者欢迎。围绕服务读者这一宗旨，书展的
主办者与参展企业都作出了一系列转变，
如以往的书展大多在工作日举办，而近些
年更多书展选择在节假日开幕，今年的上
海书展更是实现了夜场开放，将开放时间
延长到晚上10时。再比如，以往参展书多
不对外销售，而近些年许多书展都开辟了
销售专区，读者在展位上看到了心仪的图

书，可以直接向工作人员购买。
其实，书展是一个出版资源集中展示、

释放的平台，对于举办地的市民来说，更是
一场文化的盛宴。读者不仅可以第一时间
接触到各出版社的新书、好书，还可以通过
出版企业举办的签售、讲座、推介等活动，
与喜爱的作家、名人来一场“亲密接触”。
而对于出版社来说，书展是难得的直接与
读者亲密互动的平台，通过观察、分析读者
的阅读、购买意向，可以帮助出版社对图书
受众进行更清晰的定位。

随着出版资源的不断丰富，读者对阅
读内容也更加挑剔。在书展中笔者发现，
凡是知名度高的出版社的展台，一般都会

被围得水泄不通。品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
着品质，在书展上，读者用双脚作出了“投
票”。而对于出版企业来说，读者的意向遵
循了真正的市场竞争原则，书展则为他们
提供了难得的塑造品牌价值的机会。

想要塑造良好的品牌，出版企业须得
全力以赴。不论是精心布置展台、邀请名
家聚拢人气，还是选择吸引眼球的营销手
段，这些都只是表面功夫。最重要的，是精
心做好每一本书籍，带来出版社最新、最重
头的作品，而不是仅仅将书展作为倾销库
存的机会。书展既是读书人的节日，也是
出版者的节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书展
回归阅读，让读者尽享阅读乐趣。

让书展回归阅读
李 丹

进入 8 月，随着暑期游开始降温，中秋、
十一游即将迎来预订期。韩国仁川亚运会
将于今年 9 月 19 日开幕。由于赛程日期包
含十一国庆黄金周，这给原本就受到热捧的
韩国游烧了一把火。

记者从“去哪儿网”了解到，受仁川亚运
会影响，目前搜索预订亚运会期间前往韩国
观赛、旅游的机票量已经较上月同期增长了3
倍，进入预订高峰，机票价格也有小幅波动。

同时，仁川亚运会开幕式演出阵容中，
包括宣传大使鸟叔、人气偶像金秀贤、JYJ、
EXO 等明星组成的韩国演艺明星，这对国内
的韩流迷来说是一个大的利好消息。粉丝
经济或将直接带旺韩国游热度。

为方便旅客预订韩国游，近日，韩国航
空公司韩亚航空携手“去哪儿网”推出韩国
游促销，将目标旅客精准定位为以在校学生
为主的韩剧粉丝群。从 8 月 25 日至 9 月 22
日，购买韩亚航空从北京、天津、西安、南京、
杭州等多个城市出发前往首尔、济州岛等地
的机票，均可享受超低特价。

亚运会带旺韩国游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出版产业飘来南国书香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汤凯锋

出版产业飘来南国书香出版产业飘来南国书香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汤凯锋

8 月 15 日至 21 日，“2014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在广州琶洲会展中心举办，给

市民带来一场暑期文化盛宴，也给出版市场注入活力——

莫言、方方、葛剑雄等 200 多位名人，

300 多场次活动，综合性少儿馆、马来西亚

馆⋯⋯今年的南国书香节继续给市民带

来惊喜。图为吴小莉在“让阅读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活动现场。

（图片由南国书香节组委会提供）

亚运盛会、韩国风情、“韩流”明星，共同

推高了韩国游热潮。 （资料图片）

体 育 盛 会 叠 加 明 星 效

应，赴韩机票搜索量同比增

长超过 3倍——

历经 21 年，南国书香节让读书真正走
进广东人的生活。潜移默化之中，“读书热”
也给广东出版市场注入活力。2013 年，尽
管出版行业受到数字化的严重冲击，但广东
出版行业依然保持了上升的势头。

“这主要得益于广东形成了全民阅读的
氛围。”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委
宣传部巡视员朱仲南表示，近年来，广东省
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建设文化强省，通过南
国书香节等品牌活动的建设，引导市民培养
良好的阅读习惯。“市民保持阅读习惯，对知
识的需求不断增加，出版就肯定有市场。”

广东省出版集团对此深有感触。近年
来，该集团紧紧抓住书香节等平台，抓住机
遇推动出版业的市场化，取得了良好效果。
集团董事长兼南方出版传媒董事长王桂科
向记者透露，集团 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57.06 亿元，年末总资产为 124.4 亿元，净资
产为 53.8亿元，居于全国同行业前列。

据南国书香节组委会介绍，今年南国书
香节展销区图书版块面积达 3.5 万平方米，
占展销区的 70%，展出图书超过 35万种。

这是广东出版发展势头良好的缩影。
据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统计，2013 年，广
东省19家出版社共出版图书14787种，图书
总印数 3.07 亿册，实现销售收入 14.51 亿
元。与2012年相比，品种规模增长15.27%。

广东传统的出版业也正逐步转型升
级。2013 年，传统出版业方面，广东共有 47
家图书音像出版单位、523 种报刊、13853 家
发行企业，销售额约 220 亿元。而印刷复制
业方面，广东有 24 家印刷企业取得绿色印
刷认证，9 家印刷复制企业成为国家示范印
刷复制企业。多年来，全省出版发行销售总

额保持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
“广东扎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让改革

红利得到充分释放，出版业得以转‘危’为
‘机’。”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广东新华发
行集团董事长肖开林告诉记者，2013 年，广
东新华发行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
分别增长 32.98%和 61.08%。

在琶洲展馆，数字阅读区吸引了大量读
者。“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趋势。”
广东新闻出版广电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此，广东一直在探索数字出版业的发展。
目前，广东省获得互联网出版资质的企业增
至 52 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 5 家企业被
确定为全国首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MPR 国家标准产业应用逐步得到推广。仅
2013 年上半年，数字出版总收入就达 327
亿元，比 2012年全年多 27亿元。

在中华地图学社旗舰店展台，读者聚
拢在海报前。“手机下载淘宝客户端，扫描
二维码进入店铺，能享受更低折扣。”读者
张先生表示，他经常在当当网、淘宝店买
书，并非为了折扣，而是因为方便：网上买
书可以直接把书快递到家。

实际上，“被二维码包围”是许多读者
对今年上海书展的第一印象。几乎每个展
台、每家出版社、每本新书的宣传海报，都
在最显眼处印着二维码，通过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手段吸引读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编辑康健表示，“二维码是推广手段，更
是沟通桥梁，将最新信息传递给读者，让大
家走出书展现场还是被书展包围”。

记者注意到，今年没有集中的电子出
版展台，新媒体展商们各出奇招，比如“微
博有书”打出“1 分钱看罗琳的新书《布谷
鸟的呼唤》、《偶发空缺》”，“1 分钱看易中
天《汉武的帝国》”等口号，发送“我在上海
书展”微博，关注公众号，还有机会当场打
印一张照片。

上海书展散发出来的热度，即便不到
现场也能在网络上感受到。这几天，爱书
人的微信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访
沪”刷屏，被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海图书馆、
思南公馆等各类书展分会场的活动“轰
炸”。书展开幕第一天，在新浪微博搜索

“上海书展”，相关结果已超过 108万条。

读者与书无缝对接

上海书展办了 11 年，年年入口处排长
龙。如何能够让这样的长龙从书展延伸到
实体书店呢？书展期间，全国十几家超级
书店的负责人聚首上海，探讨如何在实体
书店、尤其是超级书店内打造出永不落幕
的“书展”。

所谓超级书店，原本是指营业面积在
10000 平方米以上、年收入在 5000 万元
以上的大型书店。“现在这个规模已算不上
超级了，可能还要翻几倍才够格。”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说，“超级书
店要关心的问题，除规模外，更重要的是服
务能力。”

一年一度的书展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
一种极致化的购书体验，因此，如果想要将
书展上的读者迁移到书店内，就要极力复
制书展的各类功能。“超级书店未必求大，
求的是读者停留的时间；未必求全，求的是
图书种类数量恰到好处。”上海新华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力为说，“书店不仅是卖
场，更是城市客厅，要有休闲、娱乐、学习等

各类功能。”事实上，超级书店正在从单纯
卖书向复合型文化消费体验空间转变。“今
天的超级书店还必须要有线上线下的互
动。迈入书店，读者能在 WiFi 环境下，通
过手机找到自己想要的书。至于信息、下
单、支付，也完全可通过手机扫二维码完成
交易。”

此外，出版集团也表示要与书店行业
合作，寻求更多互利共赢的模式。中国出
版集团副总裁李岩说，今年 6 月，中国出版
集团与全国 13 家省级发行机构联合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集团旗下的三联书店变身
24小时书店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上海书展一直是书业发展的一个风向
标，这也赋予了上海书展越来越多的使命：
读者来书展挑书，从业者则来书展为书业
把脉。“事实上，我们离一个成功的书展还
有很长距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
说，“为此，我们依然在不断调整办展思路，
适应市场变化与读者需求，为读者和从业
者开展高层次的阅读文化消费创造条件。”

互动体验“超级书店”

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人们的阅读与消费习惯悄然改变。一直走在时代

前沿的上海书展也在不断作出调整。近距离观察上海书展，看看书展上的“技

术范儿”，就能够切实地把握书业发展的趋向。

读者用二维码阅读传统绘本。 （图片由上海书展组委会提供）

网络文学正式登堂入室了。2014 上
海书展首次新增“网络文学会客厅”系列活
动，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联合腾讯文学、盛
大文学、中文在线、淘米网络等新媒体发起
举办。在“会客厅”里，人们感受到的是网
络文学、网络出版的生猛势头。

盛大文学副总裁崔嵬表示，网络文学
的一大特点就是互动性强，而“网络文学会
客厅”的主要目的就是营造平台、作家、粉
丝三方互动的氛围，让粉丝可以近距离接
触作者，了解网络文学平台；作者也可以深
入理解粉丝的心理需求，为创作接上更多

“地气”。
选择会客厅的方式，主办方主要是考

虑到了网络文学读者主要集中在 15 到 35
岁。这个年龄段阅读者的特点是较为活
泼、喜欢无拘无束的感觉，会客厅的方式正
好让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更好地达

到与作者沟通的目的。
激发创作活力，是各大文学网站的共

同选择。腾讯文学就在“网络文学会客厅”
上启动 Next Idea 原创文学大赏，宣布将
斥资 5000 万元，将网络作家猫腻新作《择
天记》制作成动画，并为猫腻本人及其新作
提供全方位包装。

敢于投巨资，源于优质网络小说正不
断成长为新的利润增长点。网络作家蝴蝶
蓝新作《天醒之路》的游戏改编版权在本月
初落幕的 ChinaJoy 上拍得 465 万元，对
此，崔嵬表示，“今年网络小说游戏版权收
入爆发，增长了 10倍”。

“从文学开始，到影视剧、手机游戏，已
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崔嵬看来，中
国的网络小说最终将诞生蝙蝠侠、超人式
的超级虚拟明星，通过形形色色的文化产
品，在漫长时光中不断叠加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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