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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
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

社”）是中国人文社科出版的重镇和旗
帜。一直以来，人大社紧扣国家“走出
去”战略，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拓展国际
出版的深度广度，始终致力多元文明交
流互鉴。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人大社在版权输出数量、语种、主题内容
及工作机制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本报专访人大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永
强，畅谈近年来该社和“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出版合作体出版合作方面的经验与
成果。

记者：人大社近年来“走出去”工作
的整体布局是什么？

李永强：自1955年成立以来，我社
坚持聚焦中国、聚焦当代、聚焦学术，用
学术表达介绍当代中国发展成就；坚持
与世界顶尖、行业顶尖、所在国顶尖出版
社合作，走高端学术“走出去”的特色发
展之路。截至目前，我社已向海外累计
输出图书版权3300余项，涉及40多个语
种，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家出版
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积极搭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在以
色列、罗马尼亚、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
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倾力打造中国学术
出版国际名片，积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

近年来，我社对“走出去”工作的整
体布局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坚持以出版
为主业，发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
合作体的力量，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作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发
起单位，我社积极与国内外出版机构共
享自身优质出版资源，持续为中外出版
合作发展献计献策。截至目前，合作体
已拥有57个国家和地区的322家成员单
位，几乎覆盖了“一带一路”国家。同时，
合作体不断拓展创新合作模式，中方单
位的实体分支机构在“一带一路”国家落
地开花。

二是用学术讲政治，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化传
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一直以来，我社非常重视输出

图书的选题，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的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反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
路”等主题的图书。

三是深耕合作体平台建设，通过各
类海外书展、学术高端论坛展示中国主
题图书。近年来，我社通过合作体这个
平台在国内外举办了多场出版活动，为
图书“走出去”搭建世界舞台。同时，我
社积极组织、参加海外书展，向海外读者
展示优秀中国图书，加强中国出版与海
外市场的联系。

记者：在推动图书海外出版方面，人
大社有哪些新思路？

李永强：我社采取独特而高效的工
作思路，即“一套重点图书，多文版并行，
综合提升海外影响力”，通过多语种、多
版本的出版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图书
的国际传播范围，增强在海外市场的吸
引力和影响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为例，
这套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
刚和原校长刘伟共同担任主编，聚集中
国人民大学主要科研力量撰写的全面研
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丛书。目前已出版英
文、乌兹别克文、哈萨克文、繁体字版等
20余种版本，版权输出至多个国家与地
区。同时，我社举办多场国际活动，对图
书进行宣传推广，在海外引起极大的社
会反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去年 10 月底我社访
问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并举办
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乌兹别克
文版（第一辑）新书发布仪式和2023年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高峰
论坛暨首届中国-中亚出版合作体论
坛两场活动。因为前期准备充分和该
套丛书本身的硬实力，两场活动都取得
了非常热烈的反响。

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社举
办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英文版、哈
萨克文版、乌兹别克文版和繁体字版新书
发布会，这是继去年海外宣传活动之后又
一场重要活动。该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
我社安排了高学历、高素质、高效率、高

品质、高政治使命感的业务团队负责，确
保每个环节都严谨缜密。未来，我社将
继续努力做好该套丛书的版权输出，策
划组织更多高质量的宣传推广活动，进
一步提升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记者：近年来，人工智能（AI）迅速发
展，您认为新技术与传统出版有着怎样
的关系？据您观察，目前国外出版业AI
应用情况如何？

李永强：AI迅速发展意味着出版社
和出版人应更快响应市场需求，推出更
多高质量的新书和新内容。目前，除了
能生成大量内容，AI可以进行个性化推
荐，根据读者阅读习惯和兴趣提供更精
准的图书推荐。对于出版业来说，这不
仅能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还能带来更
准确、高效的市场数据，为决定有效的营
销策划提供支持。

在我看来，AI的发展对整个出版业
来说是巨大挑战，版权和内容原创问题
日益凸显。因此如何界定AI生成内容
的版权归属，如何有效保护原创者权益，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我所知，目前很多国外出版社正
积极地让AI参与图书翻译、编辑、出版
工作，极大节省了成本、提高了工作效
率。同时，一些国外出版社致力于搭建
基于AI技术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并进行
内容分类、市场预测、用户行为分析等，
以此优化出版流程并提升运营效率。

我认为AI的优势显而易见，每次技
术革新都可以促进行业和社会发展。我
们应该积极建设、发展这方面的力量，在
维护技术与出版生态平衡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做到主导产业变革和优化。

记者：新时代外向型人才队伍建设
尤为重要，人大社在此方面是如何做的？

李永强：建设外向型人才队伍首先
要强调政治导向，必须恪守党的意识形
态阵地和文化宣传窗口的职责与使命；
其次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跨
文化交流、国际出版规则、外语能力等多
方面素养；最后要关注国际出版业的最
新动态和发展趋势，确保培养的人才能
够适应国际市场需求。

我社在培养外向型国际出版人才方

面采取的策略，充分体现了对全球化背
景下出版业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
人才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我们会加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日常工作中加入
各种培训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我们会定期组织参与国际书展、版
权贸易谈判、海外分支机构实习、国际合
作项目等实践活动，让员工在真实的工
作环境中锻炼实际操作能力，积累实战
经验。

记者：下一步，人大社在对外出版合
作方面如何布局？

李永强：在科技赋能出版方面，我社
将深入推进出版内容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出版内容的生产效
率和质量。同时，我社将加强融合出版，
将传统出版内容与数字出版深度融合，
实现内容、技术、平台、终端、人才等要素
的共享融通，打造多元化的出版产品和
服务。

在对外出版合作方面，我社将继续
大力推动“走出去”事业，延续上述各项
举措，继续搭建对外合作平台，建设长效
合作机制并扩展人大出版社在国际上的
品牌效应。同时，我社将加强专项人才
培养，使外向型出版团队拓宽国际视野，
提升专业素养并与国际全面接轨。

总之，人大社未来将继续秉承创新、
开放、合作理念，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出版
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加强与国际出版界
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出版业的高质
量发展。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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