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习惯悄然改变，读书的时

间、空间也不断压缩。那么，人们究竟为何要去书店？实

体书店是否仍有存在的意义？

同时，当书店凭借“高颜值”成为“网红店”，琳琅满目

的文创产品和咖啡甜点代替书籍成为“主角”，人们也在

思考：书店的独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刚刚过去的 3 月，北京海淀，被誉为“百万学子大书

房”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重张开业。相隔不远，北大老牌书

店“风入松”归来。被称为“爱书人的港湾”的万圣书园，

也凭借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图书资源，持续吸引大

批读者。

业内人士认为，提升“选品特色”是书店的灵魂。实

体书店可以靠“颜值”吸引读者，但最终能留住读者的仍

是“内涵”。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副馆长徐瑞琳表示，图

书选品要经过调查、筛选等，贴近读者需求，只有保持独

有的“选品特色”，才能吸引更多读者。

近年来，一系列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陆续出

台。2023年发布的《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的通知》提出，支持实体书店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项目，引导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鼓励

实体书店参与公共阅读资源建设。

业内专家提出，实体书店要想更好活下去，还需更多

打造数字化阅读无法替代的线下沉浸阅读体验，让书店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瑞洁认为，“即使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也不能把所有生活都留存于虚拟空

间，依然需要与‘附近’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店

可带给读者更丰富的‘在场’体验。”

在三石看来，当下大部分实体书店零售模式仍是传

统的先开店、后进货、再卖货的模式，即场、货、人模式，而

新的商业模式是先精准获客、其次留存、然后转化，即人、

货、场模式。同时，实体书店零售和销售方式要从“物以

类聚”向“人以群分”转化。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书店应进一步深入百姓生活场域，

走入街道社区、乡村农家，在进一步明确服务对象的基础上，

降低运营成本。“离开城市中心的商圈，走向更广阔的基层，

或许可以赋予书店新的发展契机和生命力。”马瑞洁说。

“书店是城市里的文化之光，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绿

洲。对于爱书人来说，书店是不灭的理想。”孙谦说。书

店连接着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只有坚持以知

识服务为宗旨，以大文化为目标市场，才能成为读者心中

永远温暖的那束光。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史竞男、孙丽萍、白佳丽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8 焦点关注 组版：惠爱宏 责编：惠爱宏 校对：刘挺

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

数字化时代，在人们阅读习惯日渐改变、网络
电商抢占图书零售市场的双重背景下，实体书店遭遇巨
大挑战。

一些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型。关闭与重
张之间、变与不变之间，实体书店的独立价值也被重新
审视。

■■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

现，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

进一步增强，手机移动阅读成为主

要形式。“数读”比“纸读”更受青睐

的背景下，选择“拿一本纸质图书阅

读”的成年国民不足半数。

在某问答社区上，一则“为什么

大家不愿意选择读纸质书”的帖子

下，有网友回复：“坐地铁、挤公交，

电子书可以随时读”，也有网友坦

言：“下班回家只想刷短视频，根本

想不起拿本书读读”。

除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实体书

店的市场销售也受到网络电商的巨

大冲击。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

商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

书销售渠道，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

进 一 步 降 至 11.93%，仅 占 1 成 多 。

资深业内人士三石认为，低价直播

模式对实体书店销售冲击巨大。有

业内人士表示，线上图书价格比线

下平均低 20%左右。

此外，不容回避的是，一些书店

从书籍种类、服务质量到环境，都无

法满足当下消费者的需求。

天 津 市 一 位 实 体 书 店 负 责 人

说，实体书店租金等运营成本较高，

往往靠“图书+X”的运营模式，引入

咖啡、文创、轻餐饮等才能勉强收支

平衡，“多元经营下，一些书店不重

视图书质量，什么好卖摆什么。”

有读者告诉记者，带着孩子去

书店选书，发现书品“参差不齐”，甚

至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图书摆放在

少儿图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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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多重困境

近年来，实体书店正历经前所未有的转变。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告诉记者，目前实体书

店转型呈现“四大转变”——从单纯卖书向提供阅读服务的转

变、从卖场到阅读空间的转变、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转

变、从单一经营到多元化经营的转变。

全国实体书店联盟计划“书萌”发起人孙谦说，实体书店可

以帮读者更方便地找到心仪的书，也能成为交友和思想交流的

平台，具备打造线下优质社交的优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学生沈含章说，现在不少书店空间

美、有个性，活动丰富、体验超值。

近两年来，一些读者开始回归实体书店。“线下场景中，产

品、服务与消费者的接触是直接的。”三石说，实体书店是连接人

与人、人与书、人与作者、人与活动的阅读与社交空间，这是虚拟

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

今年 1 月举办的 2024 中国书店大会以“创新，重塑书店价

值”为主题，鼓励书店创新管理、创新服务、转变思路。孙谦说，

书店经营形态正在从“以货为本”向“以场为本”进而向“以人为

本”转变。

在上海文艺氛围浓郁的长乐路上，朵云书院·戏剧店成为戏剧

迷们的“天堂俱乐部”。他们不仅可定期获得戏剧大咖的推荐书单，

还能参加剧本朗读会，在书店里的“小剧场”参加演出。戏剧店提出

“创意共生”口号，孵化原创戏剧，与各类艺术院校携手变身“产学

研”基地，探索根据热门题材生成并反向输出戏剧作品。

“每一间书店，都要让读者找到热爱的理由。”上海世纪朵云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说，实体书店经营不易，一直在努

力创新。现在的书店更像书房、讲堂、展厅、剧场、会场、文苑、客

厅……书店运营者集图书发行商、文化服务商、空间运营商“三

位一体”。

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

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参加丰

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徜徉书

海，享受阅读乐趣。

图④为在江苏扬州大学

第一幼儿园，小朋友在阅读

图书。 孟德龙 摄
图⑤为在山东省青岛市

李沧区金水育贤幼儿园，小

朋友在分享绘本故事。

张鹰 摄
新华社发

转型之路怎样走？

留住读者最终靠什么？

新华社北京 4月 23 日电 （记者 史竞男）
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

的 2023年度“中国好书”日前揭晓，共有 44种图

书入选。其中，年度荣誉图书 2种，主题出版类 8
种，人文社科类 7种，文学艺术类 13种，科普生活

类 5种，少儿类 9种。另有 16种图书入围 2023年

度“中国好书”。

年度荣誉图书为：《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

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习近平走进百姓家》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主题出版类图书为：《毛泽东文谭》（陈晋、胡

松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天下国家道理：中国

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林尚立著，上海人民出版

社）、《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李蕤

著、宋致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仰望星空：共和

国功勋孙家栋》（黄传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

国经济改革简史（1978—2023）》（本书编写组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新时代这十年（2012—2022）》

（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中国式现代

化论纲》（洪银兴著，江苏人民出版社）、《“村 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

兴故事》（姚瑶著，贵州民族出版社）。

人文社科类图书为：《溯源中华文明》（王巍

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品读中国：风物与人

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书

局、科学出版社）、《大地中国》（韩茂莉著，文汇出

版社）、《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袁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孙子兵法十八讲》（黄朴

民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

录》（陈先达著，商务印书馆）、《新世界史纲要》

（钱乘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艺术类图书为：《爹》（彭学明著，山东文

艺出版社）、《阿娜河畔》（阿舍著，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大辽河》（津子围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芬芳》（周瑄璞著，作家出版

社）、《星空与半棵树》（陈彦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纪实》（李舫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奔跑的中国

草》（钟兆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

社）、《西藏妈妈》（徐剑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可

可西里》（陈启文著，青海人民出版社、深圳出版

社）、《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胡平编

著，江西教育出版社、三环出版社）、《守鹤人》（吴

志超著，逐浪网、海燕出版社）、《极简中国服装

史》（华梅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她们：中国古代

女子图鉴》（蔡琴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科普生活类图书为：“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

书（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编，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星耀中国：我们的量子科学

卫星》（印娟等著，人民邮电出版社）、《认识中国

湖》（薛滨、郭娅、龚伊、陈怡嘉著，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命悬一线，我不放手》（薄世宁著，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时节养生：中国人的健康智慧》

（张忠德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

少儿类图书为：《诗书里的成长》（龙剑宇著，

大象出版社）、《国之瑰宝——宋庆龄的故事》（秦

文君著，中国和平出版社）、《课文背后的红色故

事》（朱虹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慈江雨》（马三枣著，希望出版社）、《乒乓响亮》

（刘海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紫云英合唱团》

（吴洲星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完美一

跳》（许诺晨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万花筒》

（陆梅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鄂伦春的熊》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九儿绘，接力出版社）。

其他入围图书为：《党的出版故事》、《雷锋：人

类美好的向往》、《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儒法道：

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

国哲学》、《月亮的人文史：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

写和话语》、《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欢迎来到人

间》、《彩瓷帆影》（纪红建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十

万个健康为什么”丛书（陆林、陈翔等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长白山野生飞鸟集》、《手足琴》、《外婆

变成了麻猫》、《讲给孩子的故宫里的明清史》、《十

万个为什么·科学绘本馆（第一辑）》（曾溢滔、曾凡

一主编，少年儿童出版社）、《我和爸爸逛巴扎》。

44种图书入选2023年度“中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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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次大会以“共建书

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将举办阅读推广、主题发布和全民阅读大讲

堂、春城书香长廊等活动，旨在持续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进一步在全社会涵

育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

图①为 4 月 23 日，市民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十里书香长廊·春城书

市”上挑选书籍。

图②为 4 月 23 日，市民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十里书香长廊·春城书

市”上挑选书籍。

图③为 4 月 23 日，嘉宾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十里书香长廊·书香中

国展”上观展。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