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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宏伟倡议。2024年，“一带一

路”倡议进入“新十年”，中国出版国际传
播进入十年新征程。新华文轩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文轩”）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
路”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走出去”战
略，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发挥出版桥梁
纽带作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升华
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全方位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海外。

本报专访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新华文轩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青，
请他分享新华文轩在“走出去”工作中
的创新做法。

强化“走出去”顶层设计 从
“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转变

记者：我们了解到，近年来新华
文轩在“走出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请问在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方面的
成效如何？在整体布局方面有哪些
考虑？

周青：近年来，新华文轩始终将推动出
版高水平“走出去”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将

“走出去”工作重心聚焦于“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对外合作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版权输出方面，新华文轩版权输
出从 2015 年至 2023 年增长了近 5 倍，
其中 90%以上输出到“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版权输出引进比从 2018 年的
0.74∶1 上升至 2023 年 1.7∶1，涵盖 20
余个世界主要语种，覆盖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海外发行方面，新华文轩积
极拓展渠道，每年向海外供应川版书
刊 10 余万册（套）。在《中国图书海外
馆藏影响力报告》排名中，旗下 9 家出
版社近 2 年全部入选海外馆藏 100 强，
每年近 500 个品种被海外图书馆永久
收藏。

在整体布局思路上，新华文轩坚持
国际化出版视野，加强“走出去”总体
规划，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战略布
局。一是将国际传播纳入公司整体战
略，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发力重点、突
出模式创新。二是坚持“双效思维”，
立足优势资源打造“双效”俱佳产品、
培育国际传播品牌，以市场化手段夯
实“走出去”发展的基础，构建可持续
发展的商业模式。三是不断完善“走
出去”体制机制保障，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人才支撑、政策支持、考核激励、奖
项申报生态循环体系，积累了丰富的
内容、渠道和平台资源。

新华文轩以出版“走出去”为载
体，通过积极融入国家外宣战略大局，
不断拓展优质内容资源、外宣文化产
品、对外文化交流平台，逐步实现从

“文化产品输出”向“文化品牌输出”的
转变。

聚焦四大领域 多措并举推
动中国文化走向海外

记者：近年来，新华文轩重视并积极推
进“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请您谈谈新
华文轩是如何以此服务国家外宣大局的？

周青：“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上提出的重要倡议发起的计划，
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各国文化交流与文
明互鉴的重要出版项目。近年来，新华
文轩以海外联合编辑部中的“南亚出版
中心”为抓手，先后参与中国与巴基斯
坦、也门、尼泊尔、柬埔寨四国的互译项
目，并以此为基础，与互译国开展深度文
化交流，助力互译计划在东南亚国家落
地实施。

2024年，新华文轩被确定为“亚洲经
典著作互译计划”中国-尼泊尔项目、中
国-柬埔寨项目的主承办单位。旗下出
版单位将承接《简明尼泊尔史》《喜马拉
雅山、夏尔巴人和雪人》《我看到的尼泊
尔》等图书的翻译，并举办“亚洲经典著
作互译计划”（中国-尼泊尔）首批项目合
作签约仪式。2024年天府书展期间，尼
泊尔学院和柬埔寨王家研究院的学者代
表也齐聚成都，与我们共同举办文化活
动，进一步扩大互译作品影响力、深化文
化交流互鉴。新华文轩期望以东南亚国
家为据点，逐步辐射到中亚地区以及更
广阔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通过互
译项目推动多元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

记者：大熊猫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形
象“代言人”，也是海外认可度最高的中
国文化符号之一。依靠“熊猫IP”，新华
文轩如何开辟国际传播新路径？

周青：挖掘好大熊猫文化、讲好大熊
猫故事，已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
重要途径。新华文轩基于“熊猫文化IP”
开启数字化“走出去”探索，利用数据库、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打造多媒
体内容和服务平台，逐步形成全球化IP。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立的熊猫出版中
心，致力整合国内外大熊猫文化出版资
源，推出的熊猫主题图书在国际文化交
流中起到重要纽带作用。2024年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心首批出版成果
面向全球发布，包括“明星熊猫系列”“熊
猫文学系列”“熊猫图册绘本”等，其中
《熊猫花花》上市1年，销售已超10万册，
入选多个国内重要图书榜单。此外，《熊
猫花花》《熊猫萌兰》越南文版已与越南
读者见面，在越南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
读者热情高涨、粉丝众多。

四川读者报社的“看熊猫”融媒体平
台，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高度垂直的熊猫
文化聚合平台，围绕熊猫音视频及图文资
料、熊猫文创、熊猫专家智库等数据库资
源深耕细作，开展IP运营及转化。熊猫书
店则是新华文轩的创新尝试，为读者提供
独特的熊猫文化体验和阅读场景，增强了
读者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已通过天府书展

境外分展场走向英国、法国等国家，成为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动能。2023
年10月，熊猫书店首次亮相香港联合出版
集团中华书局油麻地分局，集中对以熊猫
文创为代表的“川派”文化进行宣传推广。

通过不断探索与创新，新华文轩为
全球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文化
体验，同时也为中国出版业的国际传播
探索了新模式。

记者：“走读四川”项目是近年来新
华文轩的创新之举，能否请您具体谈一
谈这一项目？

周青：我们积极参与“走读中国”系
列项目，并以此开启“走读四川”系列项
目。该项目以外国人视角阐述和解读中
国文化，进一步整合外向型内容资源，提
升国际传播效能，打造符合海外受众思
维及阅读习惯的优质作品，实现从文化

“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融进去”。
在实施“三苏文化出版工程”的过程

中，我们积极推动三苏系列出版物的海
外传播。四川文艺出版社邀请美国著名
汉学家、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获得者比尔·波特走进苏轼的家乡寻找
灵感，通过“走读四川”与“写作四川”的
方式创作《遇见苏轼》，将三苏文化生动
呈现在国际读者面前，提升中国故事的
全球吸引力。四川教育出版社邀请法国
生态学家帕特里克·季洛杜，书写中法两
国生态科研团队共同保护生态系统的故
事，通过生动实践传递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核心价值。

三星堆是巴蜀特色文化的典型代
表。为面向海外宣介三星堆文化，四川
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起“国际安徒生奖得
主三星堆创作计划”，邀请相关作家和插
画家以三星堆为主题创作绘本，并联合
国际知名童书机构，面向全球出版发行
作品多语种版本。目前，第一本三星堆
主题绘本《九铜鸟》已完成全部文稿及部
分插画创作。该书由安徒生奖得主、巴
西插画家罗杰·米罗担任绘者，国际安徒
生奖评委会主席玛丽亚·耶稣·基尓撰
文，将于明年与读者见面，计划在中国与
西班牙同步发行。

记者：经过 5年运营，新华文轩承
办的天府书展已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
的综合型书业盛会。近年来，天府书展
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建设，能否请您谈谈
具体举措？

周青：可以说，天府书展是我们开展
国际传播、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
台。一方面，我们以书展为平台，开展国
际合作。例如，2023年天府书展以“共
享书香互鉴文明”为主题，进一步突出
国际传播内容，在主展场设立国际馆，
展示进口原版图书，在英国、德国、法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开设境外分展场。
另一方面，我们以活动为载体，加深国际
交流。我们相继举办了“国际少儿出版
研讨会”、“第三届海外图书馆与中国出
版界座谈会”、“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经验

交流会、“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文
化活动，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形象，展现
四川魅力。

2024年天府书展，我们将继续为中
外文化交流提供平台，邀请中国外文局
旗下的国际书店入驻主展场，并在委内
瑞拉、巴拿马设立境外分展场，让更多拉
美读者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巴蜀特
色文化魅力。

技术创新融合发展 打造融
通中外新范式

记者：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技
术正在推动出版业变革。新华文轩在推
动出版融合方面有哪些措施？

周青：一方面，我们加快推进内容生
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数据资源，全
面推动四川文轩在线电子商务公司从传
统的图书电商向内容创意服务商加速转
型。另一方面，我们积极融入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建立全面共享、逻辑关联、
快速链接的出版大数据体系，让出版数
据精准服务于文博、文旅、文教、文娱、文
创等“文化+”业态，加快现代出版业向多
元服务集成商转型。

记者：新华文轩未来“一带一路”工
作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周青：新华文轩将继续深化与“一带
一路”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出更多适
应海外读者阅读和文化习惯的出版产品
和文化服务，构建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
国际传播体系，充分贴近不同区域、不同
国家、不同受众群体，创新出版物内容表
达和呈现形式，顺应国际局势，响应国家
战略，抢抓智能出版时代机遇，扩大国际
人文交流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深
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
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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