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愈之与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体制在1949至1956年间逐

步建立。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出版体制基本上与前

苏联相同，甚至可以被称为“苏联模式”。但相比于前

苏联，中国出版体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编、印、发三

家分立，即出版社只管编辑和出版，印刷厂负责图书的

印刷和装订，书店担任发行和销售。有学者将这个制度

创新归因于首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以胡愈之为署

长的出版总署，是怎样贯彻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是怎

样学习苏联模式，又是怎样根据国情走上一条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之路的呢？

一、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历程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版总署成

立，胡愈之任署长。出版管理机关即出版总署的设立

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结果，胡愈之曾表示：“苏

联的出版事业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苏联出版事业走

在我们前边，它有三十年的历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

向。”①1949年2月，前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立出版总署，

统一领导前苏联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中国出版总

署的设立，只比前苏联晚8个月。参考苏联模式，新中

国出版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949年

10月至1950年10月，出版业由分散经营走向集中统一。

（2）1950年10月至1952年12月，实行编辑、印刷、发行

三家分立。（3）1952至1956年5月，对私营出版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5月，新中国的出版体制总体建

立，前苏联用了20年时间（1919～1939）建立社会主义

出版体制，中国只用了6年。

具体来说，新中国出版体制建立的第一步，是走

集中统一的路子。虽然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样

的企业做基础，但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的做

法。1919年苏俄把众多的国有出版社合并为国家出版

社，既负责出版图书，又负责对全国出版企业进行调

整和监督。前苏联是以出版社为中心迈出第一步，而中

国是以新华书店等发行部门为中心迈出第一步。1949

年10月3至19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召开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工作会议，胡愈之做了《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

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

1950年4月1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1951年元旦，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

店五家单位组成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

为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单位，直到1954

年元旦并入新华书店。在集中统一的过程中，公私出

版事业都统一到国家领导之下，这也符合《共同纲领》

“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

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规定。胡愈之

领导的出版总署的工作方针，就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

指示和《共同纲领》来办事。

新中国出版体制建立的第二步，是实行编辑、印

刷、发行三家分立。1950年4月，胡愈之提前半年透露

出这一决策：“出版总署打算在今秋召开一次全国出

版会议，来解决这统一与分工的问题，以后将由分工

而走向专业化。”“在统一中求分工，从分工中得到专

业化。”②1950年9月15至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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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建立的出版体制，实行编辑、印

刷、发行三家分立，这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在旧

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这是时任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力主推动的为纠正旧中国出版业混乱无序

的状态而创立的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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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京召开，胡愈之做了《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

向》的报告，会议主要通过了三项决议：（1）国营新华

书店成为专营发行的机构；（2）出版与发行分工，印刷

与出版分工；（3）出版专业化。③1950年10月28日，根据

政务院指示，出版总署做出决定“出版企业、印刷企业

和发行企业三家独立”。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一分为三：

以出版国家政治书籍为专业的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

厂总管理处、新华书店总店。出版总署决定在1951年

元旦前完成三家分立，地方人民出版社、地方印刷厂

直属地方出版行政机关，比照新华书店总店的方式完

成分立。1952年4月，出版总署相应设立一厅（办公厅）

三局（出版管理局、印刷管理局、发行管理局）。至此，

中国在进行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就已经

实现了编辑、印刷和发行的三家分立。

第三步就是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私营出版业属

于私营工商业范畴，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

9月25日，出版总署提出五年计划：平均每年整顿和取

缔20%的私营出版社，争取到1957年全国出版业基本

上由国家掌握。④1954年8月14至15日，中宣部批转出版

总署《关于改造私营图书发行业的报告》和《关于整

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决定对私营图书出版

和发行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将一部分私营出

版社改组为公私合营出版社。改造后，私营出版社的

数量逐步减少，到1956年初，中国已没有私营报纸和期

刊。到1956年6月，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比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提前了半年。

1954年11月30日出版总署改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

理局，胡愈之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在

担任出版总署署长的五年里，经历了中国出版体制的

建立过程。出版业是私营工商业中最早完成改造的行

业，这与胡愈之领导的出版总署积极贯彻总路线密不

可分。

二、编印发分立制度与苏联模式显著不同

实行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是新中国出版体

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出版业进行分工，是希望通过

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1949年10月，胡愈之在新华书店

出版工作会议报告里说：“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或

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内，出版和发行

都是分开的。”⑤第二年他又说：“讲分工，首先应当使

出版和发行分工。出版和发行，搞成一篮子，这是中国

出版事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书刊的出版和发行，

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业务，应当分工。出版和发行分工以

后，出版部门可再分工，例如有的出文艺书，有的出理

工书，有的出学校教科书，诸如此类，各有专业。”⑥中

国出版体制编印发分立的特点与苏联模式具有显著的

不同之处。

前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开始

成立各种专业出版社。专业分工大体分为三大类别：一

是依托国家有关部门而设立的出版机构。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国国营出版社基本按照这个思路来建立。二是

党的出版机构。党的出版社在前苏联时期尤其占有重

要地位，1990年，前苏联有260多家出版社，其中党的

机关系统中有114家，几乎占到一半。⑦三是根据生产

特点成立一些专业出版社。另一方面前苏联的出版、

印刷与发行基本是一体化的。1919年，前苏联把众多

的国有出版社合并为国家出版社，国家出版社不但是

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印刷机构。

1922年，国家出版社还成为书籍发行方面的主要机

构。前苏联的出版机构也可以自办发行业务。总的说

来，前苏联的分工方式是建立专业化出版社，每一个

出版社只出版、印刷及发行某一大类的书籍，是一种横

向的分工；而新中国的分工是把图书的生产流程分为

编辑、印刷、发行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由不同的部门组

织负责，是一种纵向的分工。前苏联始终都未实行严

格的三家分立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则雷厉风行贯彻执

行，编辑、印刷、发行各自为政、彼此分离。

胡愈之认为，专业化出版社的建立，是在编辑、印

刷、发行三家分立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的。“出版与

发行工作分工以后，出版工作也要分工。……最好的办

法就是出版专业化，比如出版教科书的专门出版教科

书，出版文艺书的专门出版文艺书，出版自然科学的专

门出版自然科学书。自然，出版教科书的不能出版文艺

书，出版文艺书的也不能出版自然科学书。”⑧实际执

行过程中，就是在中央一级建立若干全国性的专业出

版社，率先示范；然后在各大区和主要城市建立专业

70 ＿ MODERN PUBLISHING ＿ 现代出版



胡愈之与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

化的国营出版社。他甚至还设想了发行专业化：“分工

就是按工作性质来划分，哪些批发，哪些零售；或就地

区分工，适合城市读者阅读的书由城市的店发行，适

合农村阅读的书由农村的店发行。”⑨与前苏联专业化

出版社相比，中国先进行编印发三家分立，然后再进行

编辑、印刷、发行三者内部的分工。

三、编印发分立制度的思想渊源

胡愈之对出版业分工的思想，显然不是来自苏联

模式，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胡愈之为何力主实行严

格的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制度呢？这实际上与包

括胡愈之在内的旧中国时期的出版界有识之士欲改变

出版业不发达面貌的抱负有关。

1914至1933年间，胡愈之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逾15年，主编过《东方杂志》。他还组织创办了生活书

店（1932年）、复社（1937年）、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

年）和新南洋出版社（1940年）等，对中国的书业有很

深的了解。旧中国的出版体制是出版、印刷、发行三项

功能合一的，所谓楼上刻书、楼下卖书，前门开店、后

院刻书等等。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也是如此，1946年

4月，山东新华书店在《大众日报》上刊登广告说：编

辑、出版、发行是本店的三件大事。报刊的编辑、出

版、发行，像一根绳一样紧紧的拧在一起。⑩

尽管当时出版业的现状如此，但民国时期不少书

业人士已从西方出版业得到启发，认识到行业分工的

重要性。如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认为：“欧美各国

经营出版业者，恒不自办印刷；……故各专其业，即出

版者亦复科学、文学、宗教、教科、小说、美术等，各营

一二种也。我国则因社会上此种实业尚未发达，故凡

关于书业之一切之必需物，皆须自营，而出版业未大发

达，无从分工。”
11
舒新城曾说：“欧美各国及日本的出

版业都是分工的：文理工艺等等的专门且不说，甚至

一个书店专营一二种杂志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可以集

中，出品可以求精。”
12
民国时期也已经有书业人士提

出行业分工方案，来解决旧中国出版业不发达的问

题。最早提出出版分工思路的是开明书店的夏丏尊

（1886～1946）：“联合书店不出版书籍，但以发行为

业务，在全国各省市各县设立分店，其普遍应如邮

局。·……现代各书店可自动改称为出版社，出版社专

管出版事业，其资本可大可小。各出版社以所出版之书

籍批发与联合书店发行，不自设总店门市部与各地分

店。”
13
尽管胡愈之个人早期并未有多少关于出版分工

的言论，但1949年3月，胡愈之到北平向中宣部副部长

周扬谈了五点想法，其中第一点便是：书报贩卖事业

即书店、书刊出版社及印刷业，此三者应实行分工，总

原则应以国营事业处领导地位，民营出版业及印刷业

应在党领导之下。
14
由此可见，此时胡愈之已有较为明

确的出版分工思想，新中国出版体制实行编印发行三

家分立制度当与此有关。旧中国书业资深人士欲通过

分工改变行业格局和落后面貌的大胆设想，在新中国

终于得以实现。 

总之，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是在以胡愈之为

署长的出版总署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路线方针和

国家政策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和借鉴了苏联模

式，但在出版分工问题上，中国并未亦步亦趋追随前

苏联。胡愈之基于民国书业人士的深刻洞识，为纠正

中国旧书业混乱无序的状态，推动了编印发三家分立

的出版体制的建立。这种体制既不是源自苏联模式，

在旧中国也并未出现过，因此是一种富有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

 （罗智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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