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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图书策划公司的何先生说，目前市
场上的多数图书策划公司规模都不大，策划
的图书发行量也有限，对图书市场的价格不
会有太大的影响。实际上，真正影响图书定
价的是一些大的图书策划公司和一些大的
出版社，因为他们策划的书籍往往是畅销
书，发行量也比较大。从去年开始，像当当、
亚马逊、京东商城等大的电商渠道开始成为
这些出版社的主力。因此，为了配合这些电
商的促销活动并仍能让这些电商有利润，这
些大出版社的图书定价普遍“偏高”。

记者昨日登录当当、亚马逊、京东商城

等电商网站看到，虽然还不到图书销售旺
季，但是每家电商的图书频道都有促销，当
当是 2013 年新书抢“先”看满 66 元减 6 元；
亚马逊是万种图书满100元立减20元；京东
商城是几个专题图书满139元立减39元。

从去年开始，各家图书电商之间的价格
战此起彼伏，其中以当当网的“满 100 元返
100 元”的促销活动力度最大。此外，亚马
逊也进行过“满300元立减100元”的促销活
动，京东商城则推出过“满 200元减 100元”
的优惠。

业内人士认为，电商之间价格战的愈

演愈烈，使得电商平台上很多图书的实际
成交价已经低于六折。如此一来，出版社
如果不“虚高”定价为电商的促销活动留
下足够空间，那价格战打下来，只会使大
家都亏本。

著名经济趋势研究专家时寒冰曾在
其博客中透露，他的一本书《时寒冰说：经
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在出版时，他曾要
求定价不能超过 40 元，结果遭到多家出
版社的拒绝，不得已，时寒冰找到了名不
见经传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才使此书
顺利出版。

出版商 批发商 实体书店
折扣 5折 7折 9折
售价 17.5元 24.5元 31.5元
每本赚 4.5元 7元 7元
总毛利 1.35万元 2.1万元 2.1万元

清明假期，江先生拒绝了好友们踏青的相约，特意来到郑州购书中
心，想趁着难得的假期购买几本图书“充充电”。喜欢光顾书店的江先
生发现，今年以来出版的新书价格实在是太贵了，买了4本书，江先生一
共花了224元，平均每本56元。 郑州晚报记者 范建春/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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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要以“文化氛围”突围
据了解，近几年伴随着书价直线上涨

的结果，就是网络销售数量的大幅攀升和
实体书店销售额的急剧下降。有数据显
示，近几年电商渠道在出版社总体的市场
占比已经从以往的不到5%增长到50%以
上。2011年，仅当当网一家的图书销售就
占当年中国图书销售额的30%以上。相比
之下，实体书店的折扣空间低，位置不便，
正在沦为一些读者线下试读的场所。

英典书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书店图书的进价大多是在定价的六折左
右，如果算上场地、人员等各种成本，书店
必须要八折以上销售才能保本。但是现
在一些大的购书网站的销售价格也是六
折，因此书店现在的零售已经没法做了，
只是靠着一些老客户的团购才勉强生存。

重压之下，很多实体书店已开始扩宽
经营路子，不再单纯靠卖书为生。如今，
多元化经营已成为实体书店转型中喊得
最响的口号，但是如何转型仍是一道未解
的思考题。

三人行书店的老板钱先生认为，现在
图书的定价普遍比较高，导致一些顾客来
到书店，一听说图书的折扣不理想，转头
就走。但是他们这些小规模的实体书店
是拿不到电商的低折扣的，所以只能在

“文化氛围”上用力，也就是说要让书店成
为都市人的文化生活空间，让他们在这里
有归属感，愿意待下去。“就像过去的茶馆
一样，人们愿意来这儿聊天说事。”

钱先生说，目前，“书店看书，网上下
单”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购书习惯，然
而从整体上来说，不可能全部顾客都会去
网上下单。“实体书店要做的就是，如何让
消费者觉得，在实体书店多付出的钱能够
享受到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服务，让大家
觉得实体书店的体验度更高，有自己的特
色，我愿意在实体书店买书。”

在阅开心读书社，记者遇到了经常光
顾这里的大学生小陈。据小陈介绍，他经
常来这个书店的原因是这里的环境比较
温馨：“位置方便、环境幽雅，经常有些主
题活动，还能喝点东西，和朋友坐下来聊
聊天。”小陈说，其实好的实体书店带来的
体验感是网络无法给予的，但关键是这种
体验感要做得到位。

江先生告诉记者，他买的 4 本书是《邓
小平时代》《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和
《“王石说”套装纪念版》两本，价格分别是
88 元、48 元、88 元。除了《邓小平时代》有
740多页价格还算公道外，其余三本书都只
有 200多页，以前顶多 30元左右一本，但现
在的定价都超过了40元。

现在的新版图书价格已经这么贵？为此，
记者昨日专程赶到郑州购书中心一探究竟。

在购书中心，记者发现，书店里比较热

销的新版图书（指 2012 年底及以后出版的
新书）价格普遍在40元上下，很多新书更是
定在了50元、60元档上。比如，小说类的新
版《白夜行》定价 39.5元，文学类的新版《今
生今世》定价 38 元，历史类的《战争就是这
么回事儿》（下）定价 38元，经济类的《大数
据时代》定价49.9元，旅行类的《再不远行就
老了》定价 38 元。其中，经济类、管理类的
新版图书，要找到定价 40 元以下的已经不
太容易了。

近日，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布
的“2012 年全国图书市场调研报告”显示，
我国图书市场的新书平均定价已达 52.23
元。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新版图书定价
较高的事实。

“其实网上购书非常便宜，我也在网上
买过几次。不过我更喜欢书店里的氛围，翻
翻看看的感觉很好。但是现在的图书价格
实在是太贵了，看来以后只能上网购买了。”
江先生无奈地说。

为什么今年的图书价格会定得这么
高？几经周折，记者联系到一位图书策划公
司的老板何先生。作为业内人士，何先生对
记者说，现在的图书出版市场早已经商业化
了，甚至连书号的买卖也已经成了业内公开
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出版机构要想
盈利，自然会把图书价格定得高一些，然后
再通过高折扣把图书销售出去。“如果定价
不高，批发商的中间利润就会低，书就会不

好销，这跟图书本身的成本没有关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图书出版人士给

记者描述了一本书的出版定价过程：比如出
版一本15万字左右的图书，购买书号需要1
万多；如果印刷 3000 本，费用大概在 1.8 万
元；此外再加上封面的设计费、出版社的编
辑费、给作者的稿费等，这本书的成本每本
就需要 13 元。那么，这本书会定价多少钱
呢？这位人士给出的答案是：35元~38元。

为什么这样定价？该人士解释说，定价
35 元，按五折批发，出版商每本卖 17.5 元，
3000 本的毛利也就是 13500 元。而批发商
拿到书后，一般会以七折的价格卖给终端实
体书店。最后购书人一般会以九折，即31.5
元的价格在实体店买到这本书。

“我们做的书数量都不大，都是通过
自己的销售渠道直接进到终端实体书
店。”他说。

今年新书定价40元以上

定价不高利润低书就不好卖

电商大战催生书价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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