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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联合抵制平台“大促”，双方不能只图“一时爽”
“618大促”临近，

数十家出版社发出声
明不参与某电商平台

“618”促销方案，引发
关注。

据报道，被“联合
抵制”的促销方案提
出，“618期间累计8天，
全品种图书价按2—3

折进行促销”。如果出版社同意这样的促销
方案，就意味着要以成本价，甚至以低于成
本价的价格售书。因为是“全品种”参与活
动，出版社甚至连自己“拳头产品”的定价权
都无法保证。这样的促销方案，对于本就经
营压力不小的出版社来说，确实有些“苛
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参与促销，出

版社很可能无利可图，甚至“赔本赚吆喝”。
图书出版行业也要盈利。有了可持续的

收益，消除了后顾之忧，才能保障优质内容
的持续产出。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社抵制
电商平台“大促”有一定道理。

但这样的“抵制”，很有可能只是“一时
爽”。

首先，这样的“抵制”涉嫌违法。我国反
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
经营者联合抵制交易。出版社的两份联合声
明值得商榷。

其次，联合抵制的决定也难言理性。
《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平台
电商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图书销售渠道，码洋
比重为41 . 46%。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抵制
能否进行下去，能坚持多久，都还是问题。

更重要的是，平台还得到了消费者的支
持。如今，纸质书的价格有越来越贵的趋势。
在书店里走一圈，定价上百元甚至几百元的
新书也不少见。平台打折促销，让一些“溢
价”严重的图书回归到正常轨道。正因此，不
少消费者为平台“站台”。图书也是商品，消
费者不买单，出版社就难以运营下去，最终，
它们很可能选择向平台“低头”。

从长远看，书价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
市场的良性发展，只有形成了消费者能够接
受，出版社、平台都能从中获利的合理书价，
才能实现消费者、出版社和平台的共赢，确
保书市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
社与电商平台都不能图“一时爽”。

对于平台而言，无底线打折不能再继续
下去了。如果还是让出版社跟着平台“被动

卷”，大打价格战，图书市场有可能造成“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出版社出于投入产出比
的考虑，会倾向于出版快餐式、低成本的通
俗读物。这样的话，势必会扑灭消费者购书
热情，电商平台的用户黏性和忠诚度也会随
之下降。怎么算，都是得不偿失。

对于出版社来说，提供优秀作品，让爱
书人买到好书，应当是行业始终的追求。时
下，出版社普遍面临图书销量下滑的压力，
在与电商平台的合作中议价能力低也是不
争的事实。面对这些压力，出版社还是应该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提升图书质量上，多出质
量过硬、品质上乘的书来吸引消费者，以质
量求生存，靠内容求发展。一旦出版社有了
这张底牌，就有了对抗平台无底线打折的底
气和勇气。

联合抵制图书大促
告知函是真还是假

记者注意到，告知函显示，包括清华大
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在
内的北京10家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经营管理
协会代表的46家出版单位，声明拒绝江苏圆
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出的“618促销活动”
方案，即“全品种图书价保2—3折（20%—
30%）参与5月19日至6月20日的促销”。

“天眼查”信息显示，江苏圆周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系京东商城子公司，负责经营图书
业务。

关于此函真实性，记者联系了京东客服
咨询，但截至发稿前，尚无明确回复。

告知函中盖章的出版社是否参加京东
“618”促销？记者在京东App对上述北京10家
出版社的官方旗舰店进行了咨询。

结果显示，清华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店
铺客服表示，没有参加京东“618”活动，后续
是否参加，暂时没有得到通知。

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的店铺客服则表示“参加了”。前者称，目前图
书最大折扣五折，没有低至三折的情况。

北京大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机
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店铺客服
则未正面回应，表示“不清楚”“目前没接到活
动通知”。

上述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向记者表示，
“于内部而言，尽管大家都议论纷纷，但从上
到下没人通报过这件事。”她同时表示，“在告
知函上盖章的10家北京出版社，也没有一家
出面回应过。”

部分图书价格低至一折
破价出售是否违背规则

记者在京东App查询发现，促销活动期
间，一些图书低至1-2折，有的还叠加“满300
减50”的优惠。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如此低价只能是平
台自掏腰包补贴。她解释，出版社给京东、当
当等电商的供货价格一般为定价的4—5折，
2—3折出售是亏本状态。

记者了解到，新书上市前，出版社会根
据成本核算体系制定标价，涉及页数、篇幅、
装订、印刷册数等诸多因素。同时，还会给出
市场最低价，要求各渠道售价不得低于该标
准。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图书上市时，出版
社会请书籍控价公司进行全平台监控，一旦
发现“乱价”，会联系店铺要求改价。

她认为，此次多家出版社联合抵制，不

愿用“破价形式”扰乱图书行业，是因为成本
核算体系相近，一旦有一家同意促销，口子
就会越开越大。

记者注意到，早在2020年，新闻出版署公
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就提
出，“加强出版物价格监督管理，推动图书价
格立法，有效制止网上网下出版物恶性‘价
格战’，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京东此次大促是否违背了双方合作协
议？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京东举办促销意味
着更大流量倾斜与曝光支持。参加促销，就
必须接受平台折扣规则，不接受也不会强制
改价，“不参加促销是出版社的权利，举办促

销也是电商平台作为渠道的权利”。
她表示，联合抵制代表一种行业态度，但

出版社与电商的合作还要继续。因为短期来
看，京东和当当依然是购买图书的主要入口。

图书咨询机构北京开卷发布的“2023年
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从渠道码洋

（图书定价总额）构成看，平台电商依然是规
模最大的渠道，码洋比重为41.46%。此外，短
视频电商超过垂直及其他电商成为第二大
销售渠道，呈高速增长态势。

“价格混战”由来已久
“联名抵制”并非首次

事实上，京东并非首次遭出版社联名抵
制。

记者注意到，早在2011年儿童节前夕，京
东商城就因“全部少儿图书四折封顶”的广
告，引发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接力出版
社等24家少儿出版社的联合抵制。

2013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电子工业
出版社等8家出版社也曾联合声明，抵制京
东“逆价倾销”，即“低于销售价向市场倾销图
书的行为”。

不只京东，短视频电商也有相似经历。
2021年9月，《超级演说家》第二季总冠军刘媛
媛在抖音“亿元”直播专场中，打出“50万册书
破价到10元以下”“10万册1元书”的促销口
号，引来出版业发文“讨伐”。

无独有偶，东方甄选去年年底也曾因
“5000册好礼1元领”活动，被推上风口浪尖。

有图书公司负责人喊话，“无底线的低
价竞争，损害了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如果电商平台继续倒逼出版社让利，
只会让纸质书市场越来越差”，朱巍分析，很
多人认为书是批量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
实际上不仅要考虑印刷成本，还要考虑编辑
加工费、审校费、作者稿酬、制版费、版税、渠
道发行、管理费等。以过低价销售，久而久之
会损害出版社和原创作者的热情。

互联网冲击之下
出版社何以自救

面对网友吐槽“实体书越来越贵，这波
站京东”的声音，上述业内人士解释，出版社
要在定价时留存出折扣空间，也是无奈之
举，很多书注定要打折才能销售出去。因此，
图书价格看似折扣越来越低，实则是出版社
被倒逼着定价越来越高。

有消费者表示，如果平台提倡“恶性竞
争”，最终只能劣币驱逐良币，“以优质图书反
向调教市场和读者，良性循环不怕价格战”。

朱巍认为，“出版社抵制‘618’这样的活
动难以自救，治标不治本”。他建议，出版社与
电商合作可探索新型营销模式，比如让二者
成为利益共同体，合理分配利润点，从而减
轻出版社在平台承担的销售风险。

他认为，书籍的载体变得多样化，纸质
书市场正被互联网和新媒体慢慢取代，创作
和传播的载体也发生了改变，可围绕图书版
权做文章，比如开发有声书，打造相关产业。

上述业内人士也表示，大型出版社做内
部数字化转型，已衍生一系列产品类型，如
电子书、有声书、视频课程、专题数据库、数字
图书馆等。

“我作为图书编辑来看，未来可以考虑
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同时更加完善平台渠
道的相关机制。”她说。 据封面新闻

□评论员 朱文龙

“618大促”博弈之下，“书”家如何成赢家
业内人士建议，出版社与电商合作探索新营销模式，降低其在平台承担的风险

近日，网传两份出版行业发布的“联合声明告知函”备受关注。内容显示：北京、上
海两地50余家出版社不参与京东“618图书大促”活动。此函是真是假？如内容属实，出
版社为何拒绝“大促”？

北京开卷发布的“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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