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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終於在一片翹首期盼中正式出爐，而新聞出版工作將劃歸中共

中央宣傳部，由中宣部統一管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相關的原文如下：

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工作。為加強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加

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發展和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將國家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劃入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

（國家版權局）牌子。

調整後，中央宣傳部關於新聞出版管理方面的主要職責是，貫徹落實黨的宣傳工作

方針，擬訂新聞出版業的管理政策並督促落實，管理新聞出版行政事務，統籌規劃

和指導協調新聞出版事業、產業發展，監督管理出版物內容和質量，監督管理印刷

業，管理著作權，管理出版物進口等。

至此，「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正式成為歷史，

未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將被裁撤為三個

獨立部門：

1.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2. 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中央宣傳部

統一管理；

3. 國家電影局，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

其中「新聞出版」和「電影」兩個板塊從原廣電

總局的管理職責剝離，劃歸中宣部直管。

從方案來看，「 新聞出版 」和「 電影 」劃歸中宣

部統一管理，一方面加強了對新聞出版以及娛樂

內容的集中統一領導，新聞出版的受重視程度得

到充分體現。另外一方面，也說明了出版物進一

步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必要性。近些年，國家對

出版工作社會效益的重視程度一再提升，並從政

策引導以及業績考核等多個方面予以傾斜，出版

業本身對於出版價值回歸以及提質減量的呼聲也

越來越多地被大家所關注。此次方案變革，無疑

會進一步強化出版在民族傳統精神和主流文化價

值傳播方面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對於此次改革方案，業界也有著相應的理解和看

法。多位從業者從自身領域出發，就本次改革方

案分享了以下見解。

	此次改革方案背後的意義和

	 傳遞出的信息如何理解？

中國青年出版總社黨委書記、社長皮鈞認為，這

是加強黨的領導，確保出版有序發展興盛繁榮的

重要舉措。出版是非常重要的宣傳思想教育陣地，

是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力量。從更深層次看，是

強化了出版的文化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在中宣

部的領導下，一是可以更好地發揮出版的凝心聚

力凝心聚魂的作用，滙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

礴力量。二是更好地發揮提高國民素質作用，在

思想素質文化素質方面大有可為。三是可以滿足

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各類文化需求，形成更高格

調、更高品質、更加系統的文化供給。四是可以

更好的發揮和增強實力的作用。不管增加了國家

的硬實力還是軟實力，出版的作用都不可替代。

■ 資料來源：出版人雜誌

內地新聞出版事業管轄劃歸中宣部

會為書業帶來哪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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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團盧俊常務副總裁則表示，這是黨和

國家在新時代作出的新的選擇，這種選擇背後的

大邏輯和每個出版單位考慮的視角和決策當量完

全不同，中國經過40年高速且粗放的發展階段之

後，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

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分成

2035和2050這兩個時間節點，所以整個新聞出

版文化領域同樣需要為這兩個目標服務，歸屬哪

裡管理並不是重點，重點是中宣部直接管理新聞

出版事業，體現了黨和國家對這個事業的重視和

期望，期望我們可以在新時代新機遇面前擔負起

實現文化自信文化崛起的重任，需要團結在黨中

央周圍把黨的方針政策和舉措宣傳落實到位，統

一思想，步調一致，用國家意志和人民賦予的權

利做好新聞出版事業。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鮑紅副研究員認為，新聞出

版署是行業管理機構，但各地出版發行集團又歸

宣傳部主管，實際存在多頭管理。統一管理後，

溝通和管理會更加順暢。

國開童媒（北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侯明亮總裁

指出，新聞出版業的全國性管理，幾十年來歷經

了幾次大的調整，不管怎樣調整，一個不容忽視

的事實是，新聞出版業發展壯大了，其發展壯大

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重要性及影響力越來越

強，二是其產業規模越來越大。新聞出版業現重

新劃歸為中宣部領導與管理，相信其發展壯大一

定會越來越好，應該可以做這樣的理解：一是要

強化新聞出版業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二

是要強化產業的全面發展，三是要強化中華優秀

文化的全球共享。

	 方案實施後，出版社層面

	整體發展方向以及業務層面

	 將受到哪些具體影響？

中信出版集團盧俊常務副總裁認為方案實施後，

會對出版社層面整體發展方向和業務層面有幾個

影響。首先，大規模的主題出版將成為中國出版

的重要事業，也就是會出現一大批優秀的可以傳

世的和代表這個時代高度的主題出版物出版，這

可能會是未來出版事業的主流方向之一。其次，

社會效益絕對優先，將達到歷史前所未有高度。

新聞出版產業化思路或將由此出現重大轉型，新

聞出版文化事業的發展思路將引領我們如何行動。

再次，數字和知識服務領域的發展速度或將因此

政策變化放緩，與此相關的數字教育產業，將迎

來新一輪政策紅利。最後，中國新聞出版機構在

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併購或將成為下一階段的重

要發展特徵，中國也將真正有機會從文化大國成

為文化強國。

民營書業長期以來在市場化運作方面展現出一定

的優勢，而隨著此次改革，民營書業的發展是否

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 ?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

鮑紅副研究員認為，國有和民營只是所有制不同，

都是產業發展和文化復興不可缺少的力量。行業

管理應以價值評判優先，誰能滿足人民健康的文

化需求，誰能促進出版產業健康發展，誰能提升

中國文化軟實力，促進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就

應該得到鼓勵和支持。讓能做好事的人安心把事

情做好，讓企業、行業、國家和民族都將從中受

益。

從市場和讀者的角度來看，

	 改革所能帶來的積極影響

	 體現在哪些方面？

中信出版集團盧俊常務副總裁表示，新聞出版業

的消費升級將由黨中央親自負責主抓，未來將會

有更多機會看到更優秀的出版物，市場上將會出

現更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理論與實踐的

優秀著作，人們的精神生活也將由此得到質的提

高。與此同時，市場也會變得更加規範和有序，

圖書電子商務領域的價格戰或將因此成為歷史，

圖書零售領域或將回到國有絕對主管主導的歷史

新時期，新聞出版人將前所未有地團結在一起，

沿著黨和國家設計的路徑，循序漸進地承擔起文

化崛起的重要使命。正如侯明亮總裁所言，今天

的市場和讀者的需求是千變萬化的，改革的積極

影響力能否轉化為發展的動力和歷史機遇，完全

取決於新聞出版實體單位自身的條件和準備，正

所謂：「 機遇是給有準備的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