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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书定价虚高，是事先预留了一定的折扣空间。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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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
院特约研究员刘旭认为，目

前，部分图书确实存在定
价虚高的现象，例如绘本
等少儿读物、教辅图书
等。“这往往是因为出版
社为了应对电商平台强
迫其参与降价促销而人为
事先预留了一定的折扣空
间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很
难确定哪个折扣幅度是合
理的，应当将定价权还给卖

家自己，同时让消费者通过自
己手中的货币选票来决定以什

么价格买什么书。这样才可以
让真正符合消费者多样化阅读需

求的好书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通

过读者的理性选择，而非消费冲动，优
化图书市场的供需发展，以促进图书市
场的高质量发展。从长远看，这还将刺
激线上和线下二手书市场的发展和图
书馆远程借阅服务的普及，对价格虚高
的图书品类形成竞争约束，倒逼相关品
类图书定价逐步回归理性。”

刘旭还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剖析此
事，“具有竞争关系的出版社联合抵制
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可能会涉嫌构成
现行《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禁止
的联合抵制交易行为。但如果入驻电
商平台的出版社直营店或者它们的经
销商对图书仍旧有所有权，那么电商
平台违背卖家的意愿，强迫卖家参与
促销活动，就涉嫌违反《电子商务法》
第三十五条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因为

这会让卖家承担可能由此带来的费用
或者其他销售渠道的损失，以及促销
活动结束后相关图书可能因为价格上
调而滞销的风险。为了保障作者获得
合理回报，让多样性的图书市场更加
繁荣，让线下书店的可持续发展保障新
书的可及性，出版社通过联合抵制电商
平台不合理交易条件的做法，有可能被
市场监管总局认定符合现行《反垄断法》
第二十条，不予禁止。”

他认为，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应该
遵守《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价格法》等规定，通过平台
与卖家平等协商，由卖家自愿参与，自
行决定哪些商品通过降价来进行定向
推广，或者去库存，而不能强迫卖家接
受“一刀切”的让利促销要求。

出版社联合抵制京东618大促
图书打折底线在哪儿？

一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针对图书电商的集体抵制行动，正在进行中。
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出版机构发出“联合声明告知函”，抵制京东提出的“618促销活动方案”。该方案中，出版机构

被要求全品种图书价保20-30折，并参与5月19日至6月20日累计8天的促销活动。
如此折扣对很多出版机构来说意味着赔本，加上单方面被要求全品种参与，更是让从业者愤怒。截至现代快报记者

发稿时，京东尚未对抵制行动作出回应。
被这场旋涡“卷”进来的还包括许许多多的买书人。有人抱怨，不少书的定价越来越高，贵得离谱。有人感慨，书并不

是喷了墨的废纸，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应被低价所伤。
所以，书的价格应该多贵才不算贵？这一场事关长久生存的抵制之战，如何破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郑文静 图片来自网络

“图书虽然单价不高，但是特殊的、
性价比最高的、能推动人类进步的‘奢侈
品’，出版业应该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图
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革命，更要保护实
体书店作为城市地标的灯塔性存在。”身
为编剧、导演、作家的宋方金，关注到多
家出版社抵制618图书大促的消息后，
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观点。

同样对这场抵制表示支持的，还有
书业专家三石。在他看来，这次公开抵
制是出版机构多年来被电商平台“绑
架”及折扣乱象的集体反抗与反击。

其实，这并不是图书电商与出版机
构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2011年 5月，京东商城打出“全部
少儿图书4折封顶”的促销广告，遭到
24家少儿出版机构的联合抵制。同一
时期，磨铁图书总裁沈浩波公开控诉卓
越亚马逊的低价促销行为，表示“长期
以来被网络书店这种降价所累，没事就
把价格往下压，让我们疲于奔命”。

十多年过去了，出版机构与电商平
台依然磕磕绊绊，相爱相杀。而短视频
平台，也强势加入。

《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概括》数据显
示，从2015年到2021年，在国内市场，
图书的线上渠道销售额从一年280亿
元涨到了910亿元，涨幅为325%；线下
渠道的销售额则从一年344亿元降到
了296亿元。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
数据则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短视频电
商呈现增长态势，同比增长31.15%；实
体店渠道依然呈现负增长，同比下降
17.78%；平台电商和垂直及其他电商则
分别下降10.31%和10.59%。

大火的东方甄选，“1元卖书”让不
少出版人感慨“谷贱伤农”，此次面对

“全品种、30折”的“618促销活动”，忍
了太久的出版行业选择不再忍耐。

过去，面对电商平台的低价活动，
出版机构常常无奈参加。“如果你不参
加，电商往往会在此期间下架你所有的
产品。”三石认为，不断压低的图书价
格，会误导消费者甚至整个社会，导致

所有人对知识产品有廉价的错误认
知。也有可能存在不良商家在这8天
中大量购买电商的低价图书，过后再提
价销售，这比向出版社进货还便宜，这
给出版业带来的伤害是无疑的。

三石表示，想要让出版业与电商之
间的矛盾“破局”，就不能让电商平台霸
权式主导图书打折销售。长年来电商
低价销售图书，属于粗放暴力的销售方

式。打折是促销手段，但不是唯一手
段，图书的打折销售应有行业规范。

“图书再便宜，也会有追逐打折的
现象，但就算送给消费者，不爱读书的
人是不会读书的。”他认为，当下，书价
与其他的物价相比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价格。“更何况纸张、编辑和制作成本在
不断提高，从行业的角度看，图书定价
不是随便定的，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图书打折销售不能让电商平台霸权式主导。
——书业专家三石

一本书究竟有多贵？从策划到最
终到达读者手中，生产成本基本透明，
大多数电商平台或者实体书店的折扣
价格，一般维持在四到六折。三折销
售，很难覆盖出版成本。

“这正是很多出版从业者最生气
的地方。”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他看到很多出版社编辑在微信群
讨论这事儿，“他们对这么低的促销折
扣不知情，甚至社里的发行部门也不
知道。”

正因如此，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

会代表46家会员单位发出的“联合声
明告知函”中强调，“不参与贵单位此次
单方面提出的618促销活动”“为了维
护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我们认为这是
必要的举措”……措辞不仅带着对这次
活动的抗拒，也带着对长久以来与电商
之间价格博弈的无奈。

在张洪波看来，电商平台利用一些
关键时间节点做活动搞促销，本身是没
问题的，但前提是应当事先得到出版社
和图书经销商的认可和积极参与。“如
果出版社不愿意参加，认为折扣方式、
促销力度损害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自

行决定是否参与。”
“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出版机构，

各自的行为都应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和行业惯例。出版行业协会可以代表
会员单位与电商平台谈判，依法维护行
业利益和市场秩序，公开谴责不公平不
公正的市场竞争，也可以主动向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电商平台促
销应当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而不
是竭泽而渔。”低于成本的促销，不但出
版单位是受害者，作者也是间接受害
者，张洪波补充道。

低于成本的促销，出版机构和作者都是受害者。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

图书虽然单价并不高，但是能推动人类进步的“奢侈品”。
——编剧、导演、作家宋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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