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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上世纪末开始的日本图书业的崩溃作了详实的介绍和评述。
其中有些情形与中国颇不相同，如作为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的经济中介的“图书交易公司”，在中国就
很少见，许多出版泡沫的出现恰恰与之相关。
但也有很多情况与我们相似，如出书过滥，退货堆积如山，大书店挤垮小书店，等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出版危机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出得多，卖不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出版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尽管遇到许多挫折，但还
是可以说一直处在增长时期。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版行业的销售额开始描绘出完全下降的曲线。
从1997年开始，销售额连续四年减少。
这时的减少，绝非一时的低迷和下降。
整个出版业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连讲谈社和小学馆这样的大出版社，也已在赤字边缘徘徊。
作为日本出版业经济支柱的连环画书刊销售急剧下滑，杂志销售数连续下跌不见谷底，广告收入也随
之锐减⋯⋯　　这种危险不仅仅是IT革命这个怪物带来的，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出版社（出版商）
、图书交易公司、书店三者在20世纪90年代不加区别地走扩张路线，结果统统迷失方向，走进了没有
出口的死胡同。
　　其中，出版社的泡沫路线体现在出书太滥。
先看一看过去的新书出版品种数。
在上世纪70年代，每年平均出版两万种左右。
到1995年突破了六万种大关，这是三倍于20世纪70年代的数字！
如今每年出版的新书超过65000种，每天出版的新杂志接近200种。
把新书和新杂志加在一起，平均每天出版250种。
　　尽管日本人口比美国人口少得多，但发行的图书杂志却不比美国少多少。
由于在销售额逐渐下降时还要大量发行甚至许多退货率达到80％或90％的书刊还要发行，自然就会出
现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退货！
笼统算一下，图书、杂志年发行共60亿册，其中就有20亿册要作为退货返回来。
多数化浆处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即使有这么多的退货，还要沿着泡沫路线“突飞猛进”，这里有后面将要论述的独特的出版流通“装
置”在起作用。
大多数出版社认为，在图书交易中，首先打交道的是图书交易公司，即使书店倒闭，也有图书交易公
司的货款在作保证。
然而，一旦最后三者都遇到麻烦、相互拖欠时，就开始有倒卖自身的出版社了。
　　所谓书店的泡沫路线，就是大型书店的迅速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书店倒闭了近一万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型书店快速发展，使一般书店显得过剩，把中小书店挤掉了。
可是，虽然有近一万家书店倒闭，书店的卖场面积却反而激增，日本全国的书店面积总计还比上世
纪70年代初扩大了数倍。
　　以前，书店在100坪（1坪约等于36平方尺——译者注）左右即称为大型书店。
而现在，800坪或1000坪甚至1000坪以上的被称为“强大书店”的超大型书店陆续诞生，此外，一家书
店开设几十家、几百家连锁店的特大书店也诞生出来。
　　结果是书店的卖场面积扩大，新书、新杂志源源不断地送进来。
但是，由于购买力没有上升，反而大大增加了退货。
销售册数2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靠着图书、杂志的定价提高，销售额仅仅增加了三至四成。
由此而来，实力不支的书店纷纷倒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图书交易公司联结着走在泡沫路线上的出版社和书店，在双方泡沫的推动下，也不得不沿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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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的泡沫路线前行。
　　在图书销售额上升停住脚步的20世纪90年代，只有新书品种在急剧增加；从1997年以来，每一年
的销售额与上年相比都是负增长，尽管新书品种增加势头有所减弱，但还是在增加。
　　这种新书泡沫，这种图书泛滥，决不是行业兴旺发达的标志，而是行业充满危机的表现。
由于每一种书的销售额都在减少，陆续出版新书就用来弥补亏空。
无论怎样出版新书就是卖不动，其结果就是来自书店的退货越堆越多。
　　这里看一看图书销售额的变化。
同上世纪70年代相比，图书销售额增加不过70％，但新书品种数却增加了2.7倍。
在这其间，图书的平均单价从1979年的841日元上升到1994年以后的1000日元。
虽然图书销售额比70年代增加70％，但相当部分属于价格上升的因素。
这里再看一下销售册数的变化。
1979年是7.58亿册，在1996年的巅峰时期，也不过增加到9.15亿册。
20年间仅仅上升了20％。
到1998年就下滑到8.1亿册。
如果以这个数字为基准进行比较，那么与20年前相比其实没有什么变化的水平。
　　销售册数没有提升，但新书却不断问世。
可怕的是，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地重复，将沉的船只又堆上大量的数也数不清的货物，如此一来，沉没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卖不动，为何还要出　　新书为什么出那么多呢？
为什么要继续出版销售不出去的新书呢？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处在一部分大牌出版社的立场，如果图书交易公司缴纳了图书货款，那
么图书即使销售不出去，销售额在实际上却已经“预付”了。
这本书一旦成为退货书，为了清算，就必须再出版新书以填补亏空。
如此循环往复，就只有无休止地出版新书了。
这就连结着另一种奇思怪想——“不管能卖不能卖，图书交易公司接受新书就要交购书款，有了钱，
就可以实现资金周转”。
　　依靠图书交易公司具有的这种金融功能，过去一直支撑着小资本出版群体甚至还有大牌出版社的
经营，推动出版行业向前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金融功能铸造了出版行业脆弱的体质，造出了大量的新书泡沫。
　　看到以上情况以后，这里还有必要认识一下独特的流通体系。
　　简而言之，日本图书流通的最大特征就是“委托制”和“定价销售”。
几乎所有在书店可以销售的图书，都与在零售店销售的其他众多商品不同，对制造者（出版社）而言
，图书是具有退货自由的“委托商品”（岩波书店等极少数出版社的图书例外，属于买断品）。
这个委托销售体系，一直是通过书店遵守再销售价格维持制度——即按照出版社指定的销售价格进行
定价销售，从而表里如一地运行着（作为日本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确认的再销售商品，有图书、杂志、
报纸、唱片、音乐磁带、CD等六个品种）。
　　从出版社到图书交易公司、从图书交易公司再配送到书店的图书，书店只能按“定价”销售，这
样书店之间不会出现价格竞争。
既没有竞争的必要，想竞争又不可能，因此，卖剩下的书也不能降价销售或大减价抛售。
这对图书交易公司以及出版社来说，就形成了退货的结局。
然而退货越多，为弥补已经收取购书款造成的亏空，就越要接受更多的新书。
不可逆转的奇思怪想上下流传，完全扭曲的交易方式到处蔓延。
　　危机转嫁给中小书店　　书店与图书交易公司之间的委托期限，原则上是三个月，然后在第四个
月结算。
但是，书店与这个委托期限没有关系，只要提出配书，就被要求与定购品种一块在第二个月支付货款
。
于是，书店经营者经常不满地说：“说的是委托，可第二个月就要求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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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是委托，简直是买断。
”　　图书交易公司为了向部分出版社支付货款，被迫要求书店早期支付。
图书交易公司对书店要求不仅苛刻，而且为了顺利收回货款，还预备了“糖果”，这就是名为“进款
奖金”的赚头。
这是根据要求支付金额的比率（全额或部分）或金额的多少，如果提前支付，即按一定比率给书店的
返还差额。
也就是说，如果提前支付，就能得到好像是“褒奖”的赚头。
　　图书作为再销售商品，无论是大牌书店还是中小书店，都能以相同的定价销售。
买进价格（所谓的批发价）虽然多少有些差别，但基本上是持平的（只有出版社才能根据图书价格决
定批发价格）。
因此，大牌书店光靠买进价格也不能实现大规模发展。
而“进款奖金”、“进款回报金”在实际上有时也成为使批发价下降，从而提高效益的手段。
　　但是，中小书店销售额小，根据金额确定比率，“进款回报率”的比率也低。
尽管这样，图书交易公司还是每月要求中小书店支付刚刚进来还没有销售出去的图书的购书款，中小
书店对此十分不满。
支付的比率一下降，被称为“支付差的书店”就要被催促货款，书店就借钱支付，拿到进款奖金又被
借钱的利息抵消了。
所以，对中小书店来说，比起进款奖金的利润来，支付的负担要沉重得多。
“实际上已经不是委托了”，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中小书店的不满。
　　将近一万家中小书店的停业，可以说就是无法忍耐大牌出版社与图书交易公司“转嫁”给书店的
提前支付货款的结果。
　　“新旧书店”促进了崩溃　　最近一些年像“图书休闲”这样的“新旧书店”，也在如火如荼地
扩张。
这样，由于书店过剩使市场混战愈演愈烈。
　　“新旧书店”，即出售新的“旧书”（其实还是新书）的店，它与过去的“古色古香”的古旧书
店划出了一条界线。
新旧书店在店铺结构、书架设计、图书品种、采购（把他人的东西买过来）方法以及销售价格方面有
很大变化，凭借这些新的经营方式，通过特许代理，与小型无人管理商店或啤酒屋发展连锁店一样，
爆炸式地扩大着自己的店铺网络。
在新旧书店中，有的从销售图书着手，有的从销售游戏软件和影像资料起步，有的则从开展租赁业务
开始。
　　新旧书店经营方式的特征，反映了现代社会是大量消费的社会，对图书是“读完了就扔掉”的时
代。
这种经营方式仅仅把图书定在再循环、再利用的位置上，只对其进行彻头彻尾的买进卖出。
传统的古旧书店，采购图书，给图书定价，要从图书的趣味性、稀少性、资料性以及文化价值等方面
考虑，且采购（把他人的东西买过来）上还需要对古旧图书有鉴别力，对古旧图书行情有充分的了解
。
而新旧书店排除“附加值”，只是把握图书的内容奇和外表新（没有污损）。
　　日本新旧书店中最大牌的“图书休闲”书店，对只要是比较新没有破损的图书，几乎全部买进。
购入的价格大约是原定价的5％～10％。
销售的时候，收购的图书经过研磨机打磨，先贴上印着相当于原价一半定价的密封垫，然后开始出售
。
卖剩下的图书，三个月后一般都转到“一律100日元”的书架上。
　　假如是传统型的古旧书店，不会和新书书店产生磨擦和对立。
现在这种新旧书店可不甘寂寞，非要闯入新书书店本来就感到难受的饱和状态的混战中。
虽说是“半旧”，其实是在把新书书店之间竞争的新商品以“低价格”销售。
这就把出版社和书店都卷进磨擦与对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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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日本出版业为何一落千丈？
日本发行流通环节为何混乱不堪？
日本印刷业为何能中间突起？
IT革命为何对日本出版业造成冲击？
整个出版秩序为何面临全线崩溃？
日本出版业为何前景不明？
    在连续7年的“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武士式的打拼中，日本出版业这艘“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止住持
续下沉的趋势。
仔细想想这六个“为何”，也许就会得到持续发展的启示。
    仔细阅读本书，它带给读者的不只是一本书，而会给我国出版业带来诸多可以深思的问题、可以借
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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