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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惟一

作
为全国首批转企试点的高校出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以
下简称“广西师大社”）于2009年

6月28日正式成立，成为广西首家出版集
团和中国首家地方大学出版社集团。广西
师大社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收购澳大
利亚视觉出版集团和英国ACC出版集团，
全面开启国际化战略发展，成为中国出版

“走出去”的代表性企业。作为高校出版
社，广西师大社非常重视教育图书的出版，
坚持锚定教学科研服务的出版方向和社会
效益优先的出版方针，出版了一大批高水
平的教育类图书，推动教育出版走向海外
市场。本报专访广西师大社党委书记、董
事长黄轩庄，畅谈近年来该社在教育出版
领域的经验和成果。

记者：目前广西师大社各类别图书比
重是怎样的？教育类图书占比大概是多
少？请您介绍一下总体发展情况。

黄轩庄：2023年，我社出版图书2775
种（含再版重印图书1952种）。其中，教育
类图书1426种，占比51.39%；社科类837
种，占比30.16%；文献类图书100种，占比
3.6%；艺术类73种，占比2.63%；青少类图
书339种，占比12.22%。

记者：近年来，广西师大社打造了一
批教育出版精品图书。请谈谈贵社目前
打造优质教育出版物的思路是什么？有
哪些具体做法和成果？

黄轩庄：作为广西唯一的高校出版社
和我国有代表性的大学出版社，我社一
直都很重视教育类图书和学术著作的出
版，积极服务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和学
术发展。近年来，我社出版了《大学生安
全教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职生
劳动教育教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程》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双效”突出的优
质教材。其中，9种图书入选“当代高等
艺术教育特色系列教材”，近10种图书入
选“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我
社还出版了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
划项目“西南民族典籍译丛”（5种），中华
学术外译项目《新加坡儒学史》，国家出
版基金项目《湘江战役史料文丛》等学术
著作，这些教材和著作的作者基本是高
校教授和专家，较好地服务和推动高校
学科专业建设。

记者：广西师大社与海外出版机构在
教育出版合作交流方面的探索和经验
颇多。请谈谈近年来在教育出版合作方
面有哪些独特模式和路径？

黄轩庄：从广西师大社的国际化发展
来看，我们制定了面向全球的发展战略，
目前已在12个国家和地区设点布局，建
构起成熟完整的国际出版发行产业链；
从教育出版这个板块来看，我们主要依
托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优先聚焦在东
盟国家拓展。

我们面向东盟国家合作开发了全视
域多模态的中文教育课程资源“中国原创
绘本少儿国际中文课程”。该课程是广西

师范大学依据少儿年龄特点及相应的中
文教育需求，以集团旗下魔法象品牌的中
国原创系列绘本为内容载体，对标《国际
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面向母语
非汉语的低龄儿童、致力为早期中文教育
的教师和家长开发的中文教育课程资源。

课程自2021年9月启动以来，得到多
方单位关注与支持，在中文联盟、智慧树、
唐风汉语等平台上线，在“亲情中华·为你
讲故事”网上营、华文教师研习班、绘本师
资培训班运用，并在2023年哈佛中国教育
论坛上进行了推介。课程为母语非汉语
的低龄儿童体验感知中国文化提供了优
质教学资源，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
评。二期课程进行了迭代升级，融合AR
技术，用更新颖、更深入的方式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该课程今年实现了
海外落地出版，一期课程选定“魔法象”品
牌的5部少儿绘本（包括《腊月歌》《点点的
夏天》《123，散步去》《山间》《将来有一
天》），将在2024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
间发布印尼版图书，同步推出课程产品
包。产品包包括中文和印尼文的绘本、教
师用书、音视频优盘、手工包等。

总体来看，我们与海外出版机构在教
育出版合作交流方面处于起步阶段，当前
的探索主要有三方面考量：一是聚焦中
国-东盟的文化交流，注重全球布局发展
的资源、经验在东盟国家在地转化，依托
海外合作机构的资源、渠道等方面优势，
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合作模式；二是基于产
学研用一体化模式，积极依托高校教育文
化资源和对外合作的渠道与需求，结合自
身产品的文化特色和优势，打造具有鲜明
标识度和独特竞争力的优质产品；三是注
重科技赋能的多模态产品开发，将教育产
品的科学性、适用性与新技术较好结合，
研发更符合当下使用需求的融合型产品，
提升产品的生命力。

记者：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
技术的发展，出版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广西师大社是如何利用新技术更好赋能
教育出版的？

黄轩庄：近年来，我社积极探索AI技
术在出版中的应用，不断探索和推进生成

式AI技术在出版实践中的落地。一方面，
加强与外部合作，将AI技术应用到重点
项目上，在新形态教材、教育服务、数字
资源建设板块，以及审校上进行探索。
2023年，我社与百度、小米等互联网大厂
开展合作，开发了自有品牌“独秀AI”教
育服务平台，构建了完善的大模型文字
生成功能、PPT 制作功能和数字人视频
功能。目前，独秀AI教育服务平台开始
试用，基于数字人的视频课程启动投放，
标志着我们在将AI技术应用于出版融合
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另一方面，
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为基础，设
立AI编审校平台项目，尽可能地将编辑
从低附加值的文字体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作品的思想性、艺
术性、趣味性提升的高附加值活动中，增
强内容产品的竞争力。

记者：数字出版已成为当下出版领域
的主要趋势。在数字融合发展方面，广西
师大社布局了哪些产品或项目，成效如何？

黄轩庄：近几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决策部
署，积极应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给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社坚持

“出版+文化+科技”的发展方向，推动先进
科技应用于出版实践，加强顶层设计和资
源统筹，围绕产品研发、渠道运营、项目建
设、新业态开发等重点工作，大胆探索融
延发展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总体上说，
我们还处在积极探索、积极跟进的状态。

我社持续推进数字平合和数字资源
建设。敦煌遗书数据库入选2021年度国
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
顺利完成结项；“老年教育云服务项目”入
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3年度出版融合发
展工程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艺
术年鉴数据库”“旧海关史料数据库”全面
完工，顺利结项并投入运营。“珍稀古籍文
献学术资源知识服务平台”完成初步建
设，启动上线试运行。

此外，近两年我社高等教育出版板块
有70多种纸质教材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占
同期教材总数的50%以上。重点完成了

“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和自治

区规划教材的数字资源建设，继续推进了
入学教育、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美育、公
共体育、计算机教育等重点教材的数字资
源配套和完善工作，数字资源服务教育效
果不断显现。我社积极满足广大院校对
于数字化新形态教材的迫切需求，通过与
众多院校、教材编写团队、知名教育科技
公司合作，协同研发可听、可视、可练、可
互动的新形态一体化数字教材。同时，还
搭建了线上教育服务平台“独秀课堂”（独
秀云课堂），提升数字化教材的服务水
平。我们正在推进数字教材云平台项目
建设，进一步加强数字教材建设力度，提
升数字教材质量，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
术，进一步提升教材的使用体验，以促进
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为推进国家教
育数字化事业作出贡献。

记者：今年下半年广西师大社有哪些
重点工作计划？您如何看待大学出版社
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

黄轩庄：今年下半年，我社将继续贯彻
执行“聚焦主业，深耕教育，提升学术，融延
发展”的战略方针，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
和先破后立，切实落实年度工作要点，突出
党建引领，强化人才强企战略，以改革促进
企业转型升级，以创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
巩固和强化国际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推出
更多高品质的图书和文化产品，推动构建出
版高质量发展和出版新质生产力。

在我们看来，整个出版行业都面临科
技赋能催化下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出
版的选题策划、编审校、营销发行等各环
节都需要优化、创新甚至重塑。这是包括
大学出版社在内的整个出版行业必须积
极应对的时代课题。对于大学出版而言，
还有一个战略性机遇和发展向度，即面向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出版和
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大学出版要切实融
入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建构的生动实践，不
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
设和创新，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中国知识体系建构和国际交流传播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IP

黄轩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轩庄：

构建数智化时代教育出版“走出去”新格局

2023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举办中国原创绘本少儿国际中文课程一期上线暨二期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