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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报告基于 2020 年新闻出版统计年报数据。报告的基础数据覆

盖时段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统计数据的范围包括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报纸出版、音

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及出版物进出

口等新闻出版业务，依据经审批的各项新闻出版统计调查制度自下而

上采集，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管理部门审核及盖章确认。

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经营数据与业务情况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股

票价格来源于《中国证券报》。 

本报告对 2020 年新闻出版产业的数据采集、汇总和分析，严格

遵循了尊重数据、尊重客观、科学求实的原则，在 2020 年新闻出版

统计年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分析方法，对 2020 年

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求严谨客观地反映产业的

发展变化及趋势。 

本报告统计数据的采集、审核、汇总、分析及报告撰写工作由中

宣部文改办会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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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0 年，新闻出版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发

挑战，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内容建设，推动高质量发

展，以优质的文化供给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新闻出版产业规模有所下滑。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严

重冲击，新闻出版产业规模有所下滑，但发展基本面仍保持稳定。全

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6776.3 亿元①，较 2019 年降低

11.2%；利润总额 1024.8 亿元，降低 19.2%；拥有资产总额 22578.7 亿

元，降低 6.3%；所有者权益（净资产）11425.4 亿元，降低 6.0%。 

 
图 1 新闻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增长情况 

主题图书影响力进一步彰显。在 52 种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 100

                                                        

① 另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调查汇总数据，2020 年数字出版营业收

入 11781.7 亿元，因该数据非政府统计数据，故不纳入全国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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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的一般图书中，主题图书占 30.8%，较 2019 年提高 6.4 个百分

点。其中，一批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书写

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伟大成就的主题图书表现亮眼。 

主流报刊市场地位日趋稳固。《人民日报》平均期印数和总印数

继续保持增长，始终稳居综合类报纸第一；《经济日报》平均期印数

突破百万份，排名上升；《光明日报》平均期印数和总印数持续增长。

《求是》平均期印数和总印数继续增加，跻身全国期刊平均期印数前

三；《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继续位居首位，《时事（高中）》进

入前十。主流报刊舆论阵地引领作用不断加强。 

书报刊传统出版规模有所下滑。2020 年，全国图书品种新版较

2019 年降低 5.0%，重印降低 2.1%；全国图书总印数降低 2.1%；图书

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963.6 亿元，降低 2.6%。52 种一般图书达到或超

过 100 万册，减少 30 种。报刊出版总印数分别降低 9.0%和 7.0%，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降低 6.4%和 2.8%，降幅较上一年均有所加大。印刷

复制实现营业收入降低 13.1%，出版物发行实现营业收入降低 7.6%。 

数字化业务收入保持增长。2020 年，新闻出版单位面对疫情冲

击，积极开拓线上业务，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收入 11781.7 亿

元，增长 19.2%。①新华书店与出版社网上出版物销售数量增长 40.6%，

金额增长 62.5%。全国数字出版物出口金额增长 11.5%。新媒体上市

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全面增长，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13.7%；拥有资产总

额增长 5.5%；实现利润总额增长 134.1%。 

                                                        

①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调查汇总数据，因该数据非政府统计数据，故

未纳入全国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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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传媒集团旗舰地位进一步突出。2020 年，108 家图书出版、

报刊出版和发行集团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91.0 亿元，占全国书报

刊出版和出版物发行主营业务收入的 80.5%，提高 4.7 个百分点；实

现利润总额 341.2 亿元，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利润总额的 74.2%，

提高 1.2 个百分点。9 家集团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所有者权益

均超过百亿，“三百亿”阵营增加 1 家。表现出出版传媒集团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出版版权贸易逆差大幅缩小。2020 年，全国共输出图书、音像制

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 13895 项，较 2019 年降低 6.2%；引进图书、音

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 14185 项，降低 11.2%；贸易逆差 290 项，

降低 75.0%。其中，向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或地

区输出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介绍中国建设

成就经验图书版权 140 多项，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图书版权

400 多项，涉及英语、日语、俄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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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业结构分析 

 

1.1 产业总体情况 

1.1.1 经济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6776.3 亿元①，

较 2019 年降低 11.2%；利润总额 1024.8 亿元，降低 19.2%；拥有资

产总额 22578.7 亿元，降低 6.3%；所有者权益（净资产）11425.4 亿

元，降低 6.0%。 

表 1 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经  济  指  标 金   额 较 2019 年增减 

营业收入 16776.25  -11.22 

资产总额 22578.65  -6.34 

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11425.43  -6.01 

利润总额 1024.84  -19.18 

说明：表内经济指标未包括数字出版、打字复印、邮政发行、版权贸易与代

理、行业服务与其他新闻出版业务。 

 

图 2  主要经济指标 

                                                        

① 另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调查汇总数据，2020 年数字出版营业收

入超过 11781.7 亿元，因该数据非政府统计数据，故不纳入全国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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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闻出版产业营业收入构成 

表 2 新闻出版产业结构 

单位：亿元，%，百分点  

产  业  类  别 
营业收入 

金 额 增长速度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图书出版 963.58 -2.63 5.74  0.50  

期刊出版 194.20 -2.78 1.16 0.10  

报纸出版 539.45 -6.36 3.22  0.17  

音像制品出版 30.03 2.02 0.18  0.02  

电子出版物出版 17.86 8.22 0.11  0.02  

印刷复制 11991.02 -13.13 71.47  -1.56  

出版物发行 2952.97 -7.62 17.60  0.68  

出版物进出口 87.15 1.89 0.52  0.07  

1.1.2 图书出版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 21.4 万种，较 2019 年降低 5.0%；

重印图书 27.5 万种，降低 2.1%；总印数 103.7 亿册（张），降低 2.1%；

总印张 918.9亿印张，降低 2.0%；定价总金额 2185.3亿元，增长 0.3%。

图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963.6 亿元，降低 2.6%；利润总额 16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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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3%。 

表 3 图书出版总量规模 

单位：万种，亿册（张），亿印张，亿元，%  

总 量 指 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新版品种 21.36 -4.95 

重印品种 27.54 -2.06 

总印数 103.74 -2.10 

总印张 918.91 -2.04 

定价总金额 2185.33 0.29 

营业收入 963.58  -2.63 

利润总额 163.84  4.33 

1.1.3 期刊出版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共出版期刊 10192 种，较 2019 年增长 0.2%；总印

数 20.4 亿册，降低 7.0%；总印张 116.4 亿印张，降低 4.0%；定价总

金额 211.9 亿元，降低 3.6%。期刊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194.2 亿元，降

低 2.8%；利润总额 30.4 亿元，增长 1.4%。 

表 4 期刊出版总量规模 

单位：种，亿册，亿印张，亿元，%  

总 量 指 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品 种 10192 0.21 

总印数 20.35 -7.04 

总印张 116.40 -4.02 

定价总金额 211.92 -3.60 

营业收入 194.20  -2.78 

利润总额 30.35  1.43 

1.1.4 报纸出版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共出版报纸 1810 种，较 2019 年降低 2.2%；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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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289.1 亿份，降低 9.0%；总印张 654.7 亿印张，降低 17.8%；定价

总金额 366.4 亿元，降低 6.6%。报纸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539.5 亿元，

降低 6.4%；利润总额 50.4 亿元，增长 32.1%。 

表 5 报纸出版总量规模 

单位：种，亿份，亿印张，亿元，% 

总 量 指 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品 种 1810 -2.22 

总印数 289.14 -8.96 

总印张 654.69 -17.81 

定价总金额 366.43 -6.62 

营业收入 539.45  -6.36 

利润总额 50.43  32.12 

1.1.5 音像制品出版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共出版音像制品 8611 种，较 2019 年降低 19.6%；

出版数量 17515.0 万盒（张），降低 24.4%。音像制品出版实现营业

收入 30.0 亿元，增长 2.0%；利润总额 3.7 亿元，增长 5.5%。 

表 6 音像制品出版总量规模 

单位：种，万盒（张），亿元，%  

总 量 指 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品  种 8611 -19.61 

出版数量 17515.01 -24.41 

营业收入 30.03  2.02 

利润总额 3.68  5.48 

1.1.6 电子出版物出版总量规模 

2020年，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 7825种，较 2019年降低 13.7%；

出版数量 25270.7 万张，降低 13.6%。电子出版物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17.9 亿元，增长 8.2%；利润总额 2.6 亿元，增长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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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电子出版物出版总量规模 

单位：种，万张，亿元，%  

总 量 指 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品  种 7825 -13.73 

出版数量 25270.74 -13.64 

营业收入 17.86  8.22 

利润总额 2.64  5.51 

1.1.7 印刷复制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印刷复制（包括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其他

印刷品印刷、专项印刷、印刷物资供销和复制）实现营业收入 11991.0

亿元，降低 13.1%；利润总额 555.0 亿元，降低 28.3%。 

 

 

图 4  印刷复制的内部构成 

表 8 印刷复制总量规模 

单位：亿元，% 

总 量 指 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营业收入 11991.02  -13.13 

利润总额 555.02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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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印刷复制的内部构成 

单位：亿元，%，百分点 

类    别 

营业收入 

金  额 增长速度 
在印刷复制

中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印 刷 11976.67  -13.13 99.88 0.00 

其中：出版物印刷 1557.43  -9.20 12.99 0.56 

包装装潢印刷 9503.31  -12.49 79.25 0.57 

其他印刷品印刷 782.76  -25.40 6.53 -1.07 

复 制 14.35  -11.27 0.12 0.00 

合 计 11991.02  -13.13  100.00 0.00 

说明：1.出版物印刷包含专项印刷。表内经济指标未包括打字复印。 

      2.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分项之和与合计不等。 

1.1.8 出版物发行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 18.4 万处，较 2019 年增长

1.3%。出版物发行实现营业收入 2953.0 亿元，降低 7.6%；利润总额

215.2 亿元，降低 17.2%。 

表 10 出版物发行总量规模 

单位：处，亿元，%  

总量指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出版物发行网点数量 183540 1.34 

营业收入 2952.97  -7.62 

利润总额 215.21  -17.24 

1.1.9 出版物进出口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

物、数字出版物（不含游戏）1149.9 万册（份、盒、张），较 2019 年

降低 30.8%；金额 8297.0 万美元，降低 22.9% [其中，全国出版物进

出口经营单位累计出口 929.3 万册（份、盒、张），降低 37.0%；金

额 3434.5 万美元，降低 45.4%]。全国累计进口图书、期刊、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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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不含游戏）3994.3 万册（份、

盒、张），降低 5.3%；金额 79510.0 万美元，降低 0.2%。进出口总

额 87807.0 万美元（其中，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进出口总额

82944.6 万美元，降低 3.5%）。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87.2 亿元，增长 1.9%；利润总额 3.7 亿元，增长 33.7%。 

表 11 全国出版物出口情况 

单位：万册（份、盒、张），万美元 

类    型 数  量 金  额 

图书、期刊、报纸 1146.42 4719.50 

  其中：进出口经营单位 928.63 3262.80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 3.44 3577.46 

  其中：进出口经营单位 0.67 171.74 

合   计 1149.85 8296.96 

其中：进出口经营单位 929.30 3434.54 

说明：数字出版物只能统计金额，故数量指标中均未包含数字出版物。 

 

表 12 全国出版物进口情况 

单位：万册（份、盒、张），万美元 

类    型 数  量 金  额 

图书、期刊、报纸 3974.18 36216.29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 20.07 43293.73 

合   计 3994.25 79510.02 

说明：同表 11。 

 

表 13 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经济总量规模 

单位：亿元，% 

总 量 指 标 数  值 较 2019 年增减 

营业收入 87.15  1.89 

利润总额 3.67  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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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出版版权贸易总量规模 

2020 年，全国共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 13895 项

①（其中图书 12915 项，音像制品 244 项，电子出版物 736 项），较

2019 年降低 6.2%。引进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 14185 项

②（其中图书 13919 项，音像制品 233 项，电子出版物 33 项），降低

11.2%。 

1.1.11 国家出版产业基地（园区） 

2020 年，全国共有国家出版产业基地（园区）共 24 家。其中，

数字出版基地（园区）11 家，印刷包装基地（园区）5 家，音乐产业

基地（园区）4 家，网络动漫基地（园区）1 家，出版创意基地（园

区）2 家，出版装备基地（园区）1 家。11 家数字出版基地（园区）

共实现营业收入 1951.5 亿元，超过 100 亿元的 6 家。 

1.2 各产业类别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 

选取营业收入、增加值、总产出和利润总额 4 项经济规模指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报纸出版、音像制品出版、

电子出版物出版、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和出版物进出口 8 个新闻出

版产业类别的总体经济规模进行综合评价，其排名结果与 2019 年相

比保持不变。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和图书出版分居前 3 位。 

表 14 各产业类别经济规模综合评价 

综合排名 产 业 类 别 综合评价得分 2019 年排名 排名变化 

1 印刷复制 2.3779  1 0 

                                                        

①  2020 年，全国共输出版权 14808 项。 

②  2020 年，全国共引进版权 1438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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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物发行 0.2459  2 0 

3 图书出版 -0.1378  3 0 

4 报纸出版 -0.3563  4 0 

5 期刊出版 -0.4702  5 0 

6 出版物进出口 -0.5478  6 0 

7 音像制品出版 -0.5546  7 0 

8 电子出版物出版 -0.5572  8 0 

说明：综合评价得分系选取营业收入、增加值、总产出和利润总额 4 项指标，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 SPSS 直接计算所得，仅用来显示各产业类别的相对

位置，负数并不代表负面评价。 

1.3 各产业类别增长情况 

以各产业类别营业收入增长速度衡量，前 3 位降序依次为电子出

版物出版、音像制品出版和出版物进出口。与 2019 年相比，音像制

品出版和出版物进出口营收增速排名上升，图书出版、出版物发行和

印刷复制排名下降，电子出版物出版、期刊出版和报纸出版保持不变。 

表 15 各产业类别营业收入增长速度 

单位：% 

排 名 产业类别 增长速度 2019 年排名 排名变化 

1 电子出版物出版 8.22 1 0 

2 音像制品出版 2.02 8 6 

3 出版物进出口 1.89 7 4 

4 图书出版 -2.63 2 -2 

5 期刊出版 -2.78 5 0 

6 报纸出版 -6.36 6 0 

7 出版物发行 -7.62 3 -4 

8 印刷复制 -13.13 4 -4 

说明：各产业类别增长速度＝（该产业类别本年营业收入－该产业类别上年

营业收入）÷该产业类别上年营业收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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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产业类别营业收入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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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品结构分析 

 

2.1 整体结构 

2020 年，全国共出版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417.5 亿册（份、盒、张），较 2019 年降低 7.4%。其中，出版图书

103.7 亿册（张），降低 2.1%，占全部数量的 24.9%；期刊 20.4 亿册，

降低 7.0%，占 4.9%；报纸 289.1 亿份，降低 9.0%，占 69.3%；音像

制品 1.8 亿盒（张），降低 24.4%，占 0.4%；电子出版物 2.5 亿张，

降低 13.6%，占 0.6%。 

表 16 出版物产品结构 

单位：亿册（份、盒、张），%，百分点 

出版物类型 
总  印  数 

数 量 增长速度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图  书 103.74  -2.10  24.85  1.34  

期  刊 20.35  -7.04  4.87  0.01  

报  纸 289.14  -8.96  69.25  -1.22  

音像制品 1.75  -24.41  0.42  -0.09  

电子出版物 2.53  -13.64  0.61  -0.04  

合 计 417.51 -7.36 100.00 0.00  

说明：1.数量指标书报刊采用总印数，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采用出版数量。 

     2.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分项之和与合计不等。 

2.2 图书结构 

2.2.1 新版与重印图书 

2020 年，全国出版新版图书 21.4 万种，较 2019 年降低 5.0%；

重印图书 27.5 万种，降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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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新版与重印图书品种结构 

单位：万种，% 

类 型 品种数 增减数量 增减百分比 

新版图书 21.36 -1.12 -4.95 

重印图书 27.54 -0.58 -2.06 

 

图 6 新版与重印图书品种结构 

全国出版新版图书 23.2 亿册（张），较 2019 年降低 7.0%；占图

书总印数的 22.4%，减少 1.2 个百分点；重印图书 60.2 亿册（张），

降低 2.9%；占 58.0%，减少 0.5 个百分点；租型图书 20.3 亿册（张），

增长 6.8%；占 19.6%，提高 1.6 个百分点。重印图书总印数为新版图

书的 2.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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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新版、重印与租型图书印数结构 

2020 年，全国新版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 10867 册（张），较 2019

年减少 244 册（张）；重印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 21854 册（张），减

少 180 册（张）。 

表 18 新版、重印与租型图书总印数结构 

单位：亿册（张），%，百分点 

类   型 总印数 增减数量 增长速度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新版图书 23.22 -1.75 -7.04 22.38 -1.18 

重印图书 60.19 -1.77 -2.87 58.02 -0.45 

租型图书 20.33 1.29 6.78 19.60 1.63 

合  计 103.74 -2.23 -2.1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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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书籍与课本 

图书主要包括书籍①、课本②和图片③3 类。 

2020 年，全国出版新版书籍 19.5 万种，较 2019 年降低 4.9%，

占新版图书品种的 91.1%；新版课本 1.9 万种，降低 5.1%，占 8.8%；

新版图片 167 种，降低 18.5%，占 0.1%。重印书籍 20.9 万种，降低

2.1%，占重印图书品种的 76.0%；重印课本 6.6 万种，降低 2.0%，占

23.9%；重印图片 170 种，降低 29.5%，占 0.1%。 

 

图 8 新版图书品种结构 

                                                        

① 系指使用标准书号或统一书号，但不属于课本和图片的出版物。 

② 系指使用标准书号或统一书号的以下各类出版物：（1）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央

各部委、各地区审定、规划的，列入教材征订目录，供高等学校、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等

高等教育机构，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学校）、技工学校使用的教材、教材习题解答

集，以及对成人进行政治、业务、文化教育所使用的课本，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举办或

与其他单位合办的业余讲座使用的课本及其他业余教育课本；（2）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每

年春秋两季颁发的《全国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和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

政部门审定、补充下达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所列的课本、教学挂图和随课本作教

材用的习题解答集，以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教育行政机关统一规定为各级学校

教员必须采用的“教学参考资料”及“教学大纲”（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州出版社出版，由少数

民族自治州教育行政机关规定的此类出版物）；（3）专供扫盲使用的课本。具体包括大专及

以上课本、中专技校课本、中小学课本、业余教育课本、扫盲课本和教学用书。 

③ 系指单张或折页的美术画片，包括绘画的印制品和摄影的印制品，年画也归入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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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重印图书品种结构 

全国出版书籍 65.2亿册（张），降低 4.1%，占图书总印数的 63.2%；

课本 37.9 亿册（张），增长 1.0%，占 36.8%；图片 355 万册（张），

降低 6.6%。 

 

图 10 书籍、课本与图片印数结构 

2020 年，全国书籍单品种平均印数 16142 册（张），较 2019 年

减少 104 册（张）；课本单品种平均印数 44696 册（张），增加 1656

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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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书籍 

书籍按照内容划分为社科人文、科学技术和综合三大类。 

2020 年，全国出版社科人文类书籍 33.1 万种，较 2019 年降低

4.0%，占书籍品种总数的 81.8%；科学技术类书籍 6.9万种，降低 1.6%，

占 17.1%；综合类书籍 0.4 万种，增长 12.8%，占 1.1%。 

 

图 11 书籍品种结构 

全国出版社科人文类书籍 61.8 亿册（张），降低 4.3%，占书籍

总印数的 94.8%；科学技术类书籍 3.1 亿册（张），增长 1.6%，占

4.8%；综合类书籍 0.3 亿册（张），降低 16.1%，占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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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书籍总印数结构 

2020 年，全国社科人文类书籍单品种平均印数 18708 册（张），

较 2019 年减少 51 册（张）；科学技术类书籍单品种平均印数 4503

册（张），增加 142 册（张）；综合类书籍单品种平均印数 5918 册

（张），减少 2051 册（张）。 

2.2.2.2 课本 

课本划分为大专及以上课本、中专技校课本、中学课本、小学课

本、业余教育课本、扫盲课本和教学用书 7 类。 

2020 年，全国出版中学课本 5411 种，较 2019 年降低 0.1%，占

课本品种数的 6.4%；小学课本 4933 种，降低 0.3%，占 5.8%。中小

学课本合计 10344 种，占课本品种数的 12.2%，图书品种数的 2.1%，

较 2019 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 

全国出版中学课本 16.9 亿册（张），降低 1.6%，占课本总印数

的 44.5%；小学课本 17.0 亿册（张），增长 5.4%，占 44.7%。中小学

课本合计 33.9 亿册（张），占课本总印数的 89.2%，图书总印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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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提高 1.3 个百分点。 

2020 年，全国中学课本单品种平均印数 311796 册（张），较 2019

年减少 4748 册（张）；小学课本单品种平均印数 343659 册（张），

增加 18344 册（张）。 

表 19 书籍、课本与图片品种、印数结构 

单位：万种，亿册（张），%，百分点 

类 型 

品   种 总 印 数 

数量 
增长

速度 

所占

比重 

比重

变动 
数量 

增长

速度 

所占

比重 

比重

变动 

书 籍 40.39 -3.46 82.60 -0.09 65.20 -4.07 63.21 -1.20 

社科人文 33.05 -4.04 67.59 -0.48 61.83 -4.29 59.94 -1.28 

 科学技术 6.90 -1.57 14.11 0.26 3.11 1.63 3.02 0.12 

 综  合 0.44 12.82 0.90 0.13 0.26 -16.13 0.25 -0.04 

课 本 8.48 -2.71 17.34 0.11 37.91 1.03 36.75 1.20 

 中 学 0.54 -0.11 1.10 0.03 16.87 -1.61 16.35 0.10 

 小 学 0.49 -0.26 1.00 0.03 16.95 5.36 16.43 1.18 

图 片 0.03 -24.44 0.06 -0.02 0.04 -6.58 0.04 0.00 

合 计 48.90 -3.36 100.00 0.00 103.15 -2.26 100.00 0.00 

说明：1.社科人文类书籍系指属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经

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 11 大类

（A—K）的书籍；科学技术类书籍系指属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自然科学总论，

数理科学和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

技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10 大类（N—X）的书籍；

综合类书籍系指属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综合性图书类（Z）的书籍。 

2.以上数据不包含国部标准及小件印品。 

2.2.3 少儿图书 

2020 年，全国出版新版少儿图书 1.9 万种，较 2019 年减少 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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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降低 10.9%；重印少儿图书 2.4 万种，增加 1085 种，增长 4.7%。 

表 20 少儿图书品种结构 

单位：种，% 

类   型 品种数 增减数量 增减百分比 

新版图书 18565 -2280 -10.94 

重印图书 23952 1085 4.74 

全国出版少儿图书 9.0 亿册（张），减少 4123 万册（张），降低

4.4%。其中，新版图书 3.7 亿册（张），减少 301 万册（张），降低

0.8%；重印图书 5.4 亿册（张），减少 3821 万册（张），降低 6.7%。 

表 21 少儿图书总印数结构 

单位：万册（张），%，百分点 

类   型 总印数 增减数量 增长速度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新版图书 36913 -301 -0.81 40.82 1.46 

重印图书 53519 -3821 -6.66 59.18 -1.46 

租型图书 0 -1 -100.00 0.00 0.00 

合  计 90432 -4123 -4.36 100.00 0.00 

2020 年，全国少儿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 21270 册（张），较 2019

年减少 362 册（张）。其中，新版图书 19883 册（张），增加 2030 册

（张）；重印图书 22344 册（张），减少 2731 册（张）。 

2.2.4 年度累计印数百万册及以上书籍 

52 种一般图书年度单品种累计印数达到或超过 100 万册，主题

图书 16 种，占 30.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超过 500 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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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及其辅导读本超过 310 万册，《中国制度面对

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20》近 220 万册。《红岩》《红星照耀中

国（青少版）》《人生海海》3 种文学类图书，《新冠肺炎防控漫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校园防控手册》等 7

种疫情防控相关图书，《笑猫日记  幸运女神的宠儿》《笑猫日记  戴

口罩的猫》、“米小圈脑筋急转弯（第二辑）”等 6 种少儿图书年度

印数均达到或超过 100 万册，其中《新冠肺炎防控漫画》合计超 1180

万册①。 

2.3 期刊结构 

2.3.1 内容结构 

2020 年，全国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 10.6 亿册，较 2019

年降低 4.6%，占期刊总印数的 52.2%，提高 1.3 个百分点；文化教

育类期刊 4.9 亿册，降低 6.0%，占期刊总印数的 23.9%，提高 0.3 个

百分点；文学艺术类期刊 1.1 亿册，降低 20.2%，占期刊总印数的

5.4%，减少 0.9 个百分点；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 2.5 亿册，降低

8.7%，占期刊总印数的 12.5%，减少 0.2 个百分点；综合类期刊 1.2

亿册，降低 13.7%，占期刊总印数的 6.1%，减少 0.5 个百分点。各

类期刊总印数降幅均有所加大；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降幅最小，所

占比重继续提高；文学艺术类期刊印数继续大幅下滑，所占比重继

续减少；综合类期刊印数及其所占比重下降。 

                                                        
    ①  包括城镇版和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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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期刊产品结构 

 

表 22 期刊产品结构 

单位：万册，%，百分点 

类  型 
总  印  数 

数 量 增长速度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哲学、社会科学 106315 -4.63 52.24 1.32 

文化、教育 48551 -6.03 23.86 0.26 

文学、艺术 10952 -20.16 5.38 -0.88 

自然科学、技术 25354 -8.66 12.46 -0.22 

综  合 12352 -13.72 6.07 -0.47 

合  计 203524 -7.04 100.00 0.00 

2.3.2 平均期印数百万册及以上期刊 

2020 年，《时事报告（大学生版）》《读者》等 8 种期刊平均期

印数超过 100 万册，其中，《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平均期印数超

过 600 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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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20 年平均期印数排名前 10 位的期刊 

排名 期 刊 名 称 刊 期 所在地区 2019 年排名 排名变化 

1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 半年刊 中央在京 1 0 

2 读者 半月刊 甘    肃 2 0 

3 求是 半月刊 中央在京 4 1 

4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 月  刊 中央在京 3 -1 

5 时事（初中） 季  刊 中央在京 6 1 

6 中国纪检监察 半月刊 中央在京 8 2 

7 半月谈 半月刊 中央在京 7 0 

8 特别关注 月  刊 湖    北 10 2 

9 时事（高中） 季  刊 中央在京 11 2 

10 党风廉政建设 月  刊 中央在京 13 3 

2.4 报纸结构 

2.4.1 层级结构 

2020 年，共出版全国性报纸 74.8 亿份，较 2019 年降低 3.6%，

占报纸总印数的 25.9%，提高 1.4 个百分点；省级报纸 123.8 亿份，

降低 12.2%，占 42.8%，减少 1.6 个百分点；地市级报纸 89.5 亿份，

降低 8.7%，占 31.0%，提高 0.1 个百分点；县级报纸 1.0 亿份，增长

0.4%，占 0.4%，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国性、省级和地市级报纸总印数

降幅加大，全国性报纸降幅最小，所占比重继续提高；省级报纸所占

比重继续下降，地市级报纸所占比重略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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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报纸的层级结构 

表 24 报纸的层级结构 

单位：亿份，%，百分点 

地域层级 总印数 增长速度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全国性报纸 74.78 -3.58 25.86 1.44 

省级报纸 123.84 -12.15 42.83 -1.56 

地市级报纸 89.51 -8.71 30.96 0.08 

县级报纸 1.00 0.44 0.35 0.03 

合  计 289.14 -8.96 100.00 0.00 

2.4.2 内容结构 

2020 年，全国出版综合类报纸 177.6 亿份，较 2019 年降低 8.9%，

占报纸总印数的 61.4%，提高 0.1 个百分点；专业类报纸 91.2 亿份，

降低 7.5%，占 31.6%，提高 0.5 个百分点；生活服务类报纸 4.1 亿份，

降低 31.2%，占 1.4%，减少 0.5 个百分点；读者对象类报纸 13.9 亿

份，降低 8.7%，占 4.8%，与上年基本持平；文摘类报纸 2.3 亿份，

降低 18.2%，占 0.8%，减少 0.1 个百分点。各类报纸总印数降幅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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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综合类报纸所占比重略有提高；专业类报纸降幅最小，所占比重

继续提高；生活服务类和文摘类报纸降幅较大，所占比重继续下降。 

 

图 15  报纸的内容结构 

表 25 报纸的内容结构 

单位：亿份，%,百分点 

内容类型 总印数 增长速度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综  合 177.63 -8.89 61.43 0.05 

专  业 91.23 -7.54 31.55 0.48 

生活服务 4.07 -31.15 1.41 -0.45 

读者对象 13.88 -8.72 4.80 0.01 

文  摘 2.33 -18.17 0.80 -0.09 

合  计 289.14 -8.96 100.00 0.00 

2.4.3 平均期印数百万份及以上报纸 

2020 年，《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等 18 种

报纸平均期印数达到或超过 100 万份。其中，综合类报纸 5 种，专业

类报纸 12 种，读者对象类报纸 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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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20 年平均期印数排名前 10 的综合类报纸 

排名 报 纸 名 称 刊 期 所在地区 2019 年排名 排名变化 

1 人民日报 周七刊 中央在京 1 0 

2 新华每日电讯 周七刊 中央在京 3 1 

3 参考消息 周七刊 中央在京 2 -1 

4 光明日报 周七刊 中央在京 4 0 

5 经济日报 周七刊 中央在京 7 2 

6 南方日报 周七刊 广    东 6 0 

7 都市快报 周七刊 浙    江 9 2 

8 环球时报 周六刊 中央在京 5 -3 

9 半岛都市报 周六刊 山    东 8 -1 

10 钱江晚报 周七刊 浙    江 10 0 

 

表 27 2020 年平均期印数排名前 10 位的专业类报纸 

排名 报 纸 名 称 刊 期 所在地区 2019 年排名 排名变化 

1 英语周报 周一刊 山    西 1 0 

2 当代中学生报 周一刊 江    西 2 0 

3 学英语报 周一刊 山    西 3 0 

4 学习方法报 周一刊 山    西 4 0 

5 英语辅导报 周一刊 吉    林 6 1 

6 中学生学习报 周一刊 河    南 5 -1 

7 语文学习报 周一刊 吉    林 7 0 

8 教育周报 周一刊 辽    宁 9 1 

9 中国纪检监察报 周七刊 中央在京 10 1 

10 学生周报 周一刊 福    建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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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区结构分析 

 

3.1 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 

选取营业收入、增加值、总产出、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净资

产）、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 7 项经济规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业的

总体经济规模进行综合评价。 

广东、北京①、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四川、安徽、福建和

江西依次位居全国前 10 位。其中，前 6 位均属于东部地区。与 2019

年相比，前 10 名地区保持不变但名次有所改变；前 10 位中北京、四

川和安徽排名上升，江苏和福建排名下降。 

表 28 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前 10 位的地区 

综合排名 地 区 综合评价得分 2019 年排名 排名变化 

1 广  东 2.9752  1 0 

2 北  京 2.1789  3 1 

3 江  苏 2.1102  2 -1 

4 山  东 1.7565  4 0 

5 浙  江 1.0725  5 0 

6 上  海 0.9175  6 0 

7 四  川 0.3428  8 1 

8 安  徽 0.2003  9 1 

9 福  建 0.1458  7 -2 

10 江  西 0.0924  10 0 

说明：1. 选取营业收入、增加值、总产出、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利润总额和纳税总额 7 项经济规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 SPSS 直接

计算所得，仅用来显示各地区的相对位置。 

2. 未包括数字出版、打字复印、邮政发行、版权贸易与代理、行业服务与其

                                                        

①包括中央在京新闻出版单位，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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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新闻出版业务。 

    前 10 位地区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12877.4 亿元，占全行业营业收

入的 76.8%，较 2019 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拥有资产总额共计 16507.2

亿元，占全行业资产总额的 73.1%，提高 1.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

额共计 759.1 亿元，占全行业利润总额的 74.1%，提高 1.8 个百分点。

 

图 16 营业收入的地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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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资产总额的地区结构 

 

 

图 18 利润总额的地区结构 

 

3.2 增长情况 

3.2.1 增长速度 

以各地区新闻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速度衡量，前 10 位降序

依次为甘肃、新疆、西藏、贵州、广东、广西、宁夏、上海、黑龙江

和江苏。其中，东部地区 3 席，西部地区 6 席，东北地区 1 席。 

表 29 增长速度前 10 位的地区 

单位：% 

排 名 地 区 增长速度 

1 甘  肃 8.76  

2 新  疆 7.37 

3 西  藏 3.12  

4 贵  州 0.81  

5 广  东 0.09  

6 广  西 -0.32  

7 宁  夏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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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地 区 增长速度 

8 上  海 -0.64  

9 黑龙江 -0.90  

10 江  苏 -1.60  

说明：地区增长速度＝（该地区本年营业收入－该地区上年营业收入）÷该

地区上年营业收入×100%。 

3.2.2 增长贡献 

以各地区新闻出版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衡量其对全国新

闻出版产业增长贡献，前 10 位降序依次为甘肃、新疆、广东、贵州、

西藏、宁夏、青海、广西、黑龙江和海南。其中，东部地区 2 席，西

部地区 7 席，东北地区 1 席。 

表 30 增长贡献前 10 位的地区 

单位：亿元，% 

排名 地  区 增长额 增长贡献率 

1 甘  肃 6.49  0.31  

2 新  疆 5.23  0.25  

3 广  东 2.24  0.11  

4 贵  州 0.99  0.05  

5 西  藏 0.29  0.01  

6 宁  夏 -0.13  -0.01  

7 青  海 -0.29  -0.01  

8 广  西 -0.66  -0.03  

9 黑龙江 -1.08  -0.05  

10 海  南 -1.14  -0.05  

说明：各地区增长额＝该地区本年营业收入－该地区上年营业收入。为便于

理解，本表增长贡献率取公式计算结果相反数，原始公式为各地区增长贡献率＝

（该地区本年营业收入－该地区上年营业收入）÷（各地区本年营业收入合计－

各地区上年营业收入合计）×100%；鉴于 2020 年全国营业收入减少，为便于直

观理解，贡献率取原始数据的相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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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单位数量及就业人员分析 

4.1 单位数量与构成 

2020年，全国共有新闻出版单位24.3万家，较2019年增长1.3%。

其中，法人单位 14.6 万家，增长 2.7%，占单位总数的 60.0%，提高

0.8 个百分点；非法人单位 0.8 万家，降低 12.7%，占 3.2%，减少 0.5

个百分点；个体经营户 8.9 万家，增长 0.5%，占 36.8%，减少 0.3 个

百分点。 

表 31 新闻出版单位数量与构成 

单位：家，%，百分点 

类   型 数  量 增减百分比 所占比重 比重变动 

法人单位 145932 2.66 60.00 0.81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43481 2.79 58.99 —— 

非法人单位 7832 -12.66 3.22 -0.51 

个体经营户 89466 0.47 36.78 -0.30 

合 计 243230 1.27 100.00 0.00 

说明：未包括数字出版单位、打字复印单位、邮政发行单位、版权贸易与代

理单位和行业服务与从事其他新闻出版业务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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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新闻出版单位类型构成 

4.2 企业法人情况 

4.2.1 整体规模 

2020 年，全行业共有企业法人单位 14.3 万家，较 2019 年增长

2.8%，占全行业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不包括个体经营户）总数的

93.3%。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 16094.3 亿元，降低 11.6%，占全行业

营业收入的 95.9%；资产总额 21429.7 亿元，降低 7.1%，占全行业资

产总额的 94.9%；利润总额 948.6 亿元，降低 21.1%，占全行业利润

总额的 92.6%；纳税总额 626.3 亿元，降低 21.2%，占全行业纳税总

额的 93.3%。 

表 32 企业法人单位的整体规模 

单位：家，亿元，%  

指    标 数  额 占全行业比重 

单位数量 143481 93.31 

营业收入 16094.30  95.94 

资产总额 21429.72  94.91 

所有者权益 10757.71  94.16 

利润总额 948.60  92.56 

纳税总额 626.34  93.25 

说明：同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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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所有制结构 

4.2.2.1 数量结构 

在 143481 家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全资企业 13547 家，较 2019

年增长 3.6%，占企业法人单位数量的 9.6%；民营企业 124745 家，增

长 3.8%，占 86.9%。 

 

图 20 企业法人单位的所有制结构 

表 33 企业法人单位的所有制结构 

单位：家，%  

类   型 数  量 所占比重 

国有企业 13750 —— 

其中：国有全资 13547 9.58  

集体企业 2481 1.73 

民营企业 124745 86.91 

外商投资企业 2041 1.4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34 0.16 

混合投资企业 433 0.20 

合   计 143481 100.00 

说明：同表 31。 



 

 36  
 

4.2.2.2 印刷复制企业 

在印刷复制企业中，国有全资企业营业收入占行业营业收入的

3.0%，民营企业占 91.4%；国有全资企业资产总额占行业资产总额

2.9%，民营企业占 91.4%；国有全资企业利润总额占行业利润总额的

1.8%，民营企业占 92.4%；国有全资企业纳税总额占行业纳税总额的

2.0%，民营企业占 92.2%。 

 

图 21 印刷复制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所有制结构 

表 34 印刷复制企业法人单位的所有制结构 

单位：% 

主 要 指 标 
国有 

全资 

集体 

企业 

民营 

企业 

港澳台 

商投资 

外商

投资 

混合

投资 
合 计 

营业收入 3.00  2.12  91.39  0.38  2.79  0.32  100.00 

资产总额 2.87  2.35  91.42  0.37  2.66  0.33  100.00 

所有者权益 2.58  2.41  91.66  0.37  2.65  0.33  100.00 

利润总额 1.78  2.21  92.36  0.40  2.93  0.32  100.00 

纳税总额 1.99  2.16  92.23  0.39  2.90  0.33  100.00 

说明：同表 31 

4.2.2.3 出版物发行企业 

在出版物发行企业中，国有全资企业营业收入占行业营业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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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民营企业占 72.8%；国有全资企业资产总额占行业资产总额

的 29.1%，民营企业占 68.0%；国有全资企业利润总额占行业利润总

额 33.0%，民营企业占 63.8%；国有全资企业纳税总额占行业纳税总

额的 21.4%，民营企业占 72.9%。 

 

 

图 22 出版物发行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所有制结构 

表 35 出版物发行企业法人单位的所有制结构 

单位：% 

主 要 指 标 
国有 

全资 

集体 

企业 

民营 

企业 

港澳台

商投资 

外商

投资 

混合 

投资 
合 计 

营业收入 23.87  0.97  72.75  0.11 1.63  0.67  100.00 

资产总额 29.14  0.83  68.02  0.11 1.29  0.61  100.00 

所有者权益 29.01  0.83  68.01  0.12 1.38  0.65  100.00 

利润总额 32.96  1.06  63.81  0.10 1.42  0.65  100.00 

纳税总额 21.40  1.66  72.94  0.10 3.06  0.84  100.00 

说明：同表 31。 

4.3 就业人员状况 

2020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就业人数为 320.9 万人，较 2019 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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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7.8%；其中男性 166.4 万人，女性 154.5 万人，分别占全行业就

业人数的 51.9%和 48.1%，男女比例基本平衡。 

印刷复制业就业人数 239.9 万人，出版物发行业 50.0 万人，报

纸出版业 17.1 万人，期刊出版业 6.3 万人，图书出版业 6.6 万人。 

 

图 23 就业人员的产业类别构成 

表 36 就业人数的产业类别构成 

单位：万人，%  

产 业 类 别 人 数 
比 重 

图书出版 6.58  2.05  

期刊出版 6.33  1.97  

报纸出版 17.10  5.33  

音像制品出版 0.37  0.12  

电子出版物出版 0.34  0.11 

印刷复制 239.90  74.76  

出版物发行 50.00  15.58  

出版物进出口 0.25  0.08  

合   计 320.87  100.00 

说明：未包括数字出版、打字复印、邮政发行、版权贸易与代理、行业服务

与其他新闻出版服务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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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出版传媒集团分析 

 

5.1 总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共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或省级出版管

理部门批准的出版传媒集团 123 家①，其中图书出版集团 39 家、报刊

出版集团 45 家、发行集团 28 家、印刷集团 11 家。 

2020 年，出版传媒集团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主营业务收入与上

年持平，利润总额有所下降。纳入统计的 118 家图书出版、报刊出版、

发行和印刷集团②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551.5 亿元，较 2019 年减少

1.3 亿元，基本持平；拥有资产总额 8481.4 亿元，增加 388.5 亿元，

增长 4.8%；实现利润总额 343.6 亿元，减少 7.7 亿元，降低 2.2%③。 

 

 

 

 

                                                        

①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8 月更名为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主要从事文化金融、文化资产运营、文化服务与文化旅游等业务，其出版业务也已

陆续转让，故不再纳入出版传媒集团统计，出版传媒集团和图书出版集团各减少 1 家。 

② 以前未提供集团有效财务数据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健康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报送了数据，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因名称与业务变更不再纳入集团统计，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人民卫生出版集团、

人民法院出版集团和武汉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4 家集团仍未报送有效数据，减少黑龙江新华

传媒集团，故纳入 2020 年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统计的出版传媒集团为 118 家，较 2019 年净

增 1 家。其中，图书出版集团、报刊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为 108 家。 

③ 如排除集团数量变动影响，则原有 115 家出版传媒集团（不含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9 年同口径减少 33.7 亿元，降低 0.9%；资产总额增加 353.6 亿

元，增长 4.4%；所有者权益增加 226.6 亿元，增长 5.1%；利润总额减少 7.8 亿元，降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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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118 家集团收入、资产与利润合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3551.52 -0.04  

资产总额 8481.42 4.80  

所有者权益 4744.46 4.72  

利润总额 343.63 -2.19  

5.2 图书出版集团 

5.2.1 经济规模 

2020 年，图书出版集团资产与收入增速放缓，利润减少。35 家

图书出版集团①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58.6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26.9

亿元，增长 1.3%；拥有资产总额 4555.2 亿元，增加 293.3 亿元，增

长 6.9%；实现利润总额 202.6 亿元，减少 10.1 亿元，降低 4.8%②。 

表 38 图书出版集团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2058.59 1.32  

资产总额 4555.24  6.88  

所有者权益 2751.37 5.26  

利润总额 202.57 -4.76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湖南出

                                                        

① 不含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人民卫生出版集团、人民法院出版集团、武汉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和原四川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 5 家图书出版集团，新增中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健康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 3 家

图书出版集团。 

    ② 如排除集团数量变动影响，则原有 32 家图书出版集团（不含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9 年减少 5.5 亿元，降低 0.3%；资产总额增加 250.9 亿元，增

长 6.0%；所有者权益增加 146.6 亿元，增长 5.7%；利润总额减少 10.2 亿元，降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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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出版联

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8 家集团资产总额、主营业

务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均超过 100 亿元，组成“三百亿”集团阵营，较

2019 年增加 1 家。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 100 亿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 2 家集团资产总额超过 100 亿元。 

5.2.2 总体经济规模排名 

选取集团合并报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和

利润总额 4 项经济规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图书出版集团的

总体经济规模进行综合评价。前 10 位降序依次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原

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出版集团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与 2019 年相比，前 10 位图书出版集团保持不变但名次有所改

变；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排名上升，浙江出版联合集

团有限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排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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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前 10 位的图书出版集团 

综合 

排名 
集团名称 

综合评价 

得    分 

2019 年 

排 名 

排名 

变化 

1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3.3136  1 0 

2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1.7494  2 0 

3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5553  3 0 

4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852  4 0 

5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1.1389  5 0 

6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880  10 4 

7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1.0515  6 -1 

8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0.8816  8 0 

9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8148  7 -2 

10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0.6925  9 -1 

说明：综合评价得分系选取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和利润总

额 4 项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 SPSS 直接计算所得，仅用来显示各单

位的相对位置，负数并不代表负面评价。 

5.3 报刊出版集团 

5.3.1 经济规模 

2020 年，报刊出版集团资产规模基本持平，收入和利润均有所下

降。45 家报刊出版集团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4.4 亿元，较 2019 年

减少 39.5 亿元，降低 9.3%；拥有资产总额 1736.2 亿元，减少 10.1 亿

元，降低 0.6%；实现利润总额 36.5 亿元，减少 3.8 亿元，降低 9.4%①。 

表 40 报刊出版集团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384.37 -9.32  

资产总额 1736.22 -0.58  

所有者权益 934.39  0.87  

                                                        

    ① 与往年不同，经济日报社报送数据为其本部数据。如排除口径变动影响，则现有 44

家报刊出版集团（不含经济日报社）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9 年减少 31.3 亿元，降低 7.6%；资

产总额减少 2.1 亿元，基本持平；所有者权益增加 12.6 亿元，增长 1.4%；利润总额减少 1.0

亿元，降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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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金 额 增长率 

利润总额 36.53 -9.35  

上海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成都传媒集团和湖北日报传

媒集团 4 家集团资产总额超过 100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1 家。 

5.3.2 总体经济规模排名 

采取同样评价方法，报刊出版集团总体经济规模的前 10 名依次

为上海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广州日报

报业集团、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传媒集团、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与 2019 年相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跻身前 10，深圳报业集团退

出前 10；前 10 位中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排名上升，成都传媒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有限公司和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排名下降。 

表 41 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前 10 位的报刊出版集团 

综合 

排名 
集团名称 

综合评价

得  分 

2019 年

排 名 
排名变化 

1 上海报业集团 4.1592  1 0  

2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3.1862  2 0  

3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1.2082  3 0  

4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1.1821  6 2  

5 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0460  8 3  

6 成都传媒集团 1.0257  4 -2  

7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0.8705  5 -2  

8 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0.8380  7 -1  

9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0.7811  10 1  

10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0.4010  11 1  

说明：同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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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行集团 

5.4.1 经济规模 

2020 年，发行集团资产规模继续保持中速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和

利润总额由降转增。28 家发行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48.0 亿元，

较 2019 年增加 27.4 亿元，增长 2.7%；拥有资产总额 2047.3 亿元，

增加 126.0 亿元，增长 6.6%；实现利润总额 102.1 亿元，增加 1.1 亿

元，增长 1.1%。 

表 42 发行集团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1047.99  2.68  

资产总额 2047.34  6.56  

所有者权益 985.54  8.03  

利润总额 102.10  1.12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和主

营业务收入均超过 100 亿元。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凤凰

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华发行

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5 家资产总额超过 100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1 家。 

5.4.2 总体经济规模排名 

采用同样评价方法，发行集团总体经济规模的前 10 位依次为安

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新

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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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新华书

店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与 2019 年相比，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跻身前 10，云南新华书

店集团有限公司退出前 10；前 10 位中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

公司和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排名上升，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

有限公司和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排名下降。 

表 43 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前 10 位的发行集团 

综合 

排名 
集团名称 

综合评价 

得    分 

2019 年 

排 名 

排名 

变化 

1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9589  1 0 

2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2.2857  2 0 

3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1.2322  3 0 

4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1.0645  4 0 

5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0.8278  5 0 

6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0.6517  7 1 

7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0.6506  6 -1 

8 河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0.4106  9 1 

9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0.4040  8 -1 

10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0.1352  11 1 

说明：同表 39。 

5.5 印刷集团 

5.5.1 经济规模 

2020 年，印刷集团资产总额、收入降幅较大，利润大幅增长，实

现扭亏为盈。10 家印刷集团①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0.6 亿元，较 2019

年减少 16.1 亿元，降低 21.0%；拥有资产总额 142.6 亿元，减少 20.7

                                                        

① 黑龙江新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长期处于停产状态，故不将其纳入统计范围，不对其

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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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降低 12.7%；利润总额 2.4 亿元，增加 5.1 亿元，实现扭亏为

盈。 

表 44 印刷集团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60.57  -20.98  

资产总额 142.62  -12.70  

所有者权益 73.16   -6.33  

利润总额 2.43 —— 

 

5.5.2 总体经济规模排名 

采用同样评价方法，对 10 家印刷集团总体经济规模进行综合评

价，依次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

公司、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

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正泰彩印包

装有限责任公司、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隆达印刷包装集

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与 2019 年相比，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北京印刷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

任公司和北京隆达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排名上升；辽宁新闻印刷集

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排名下降。 

表 45 印刷集团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 

综合 

排名 
集团名称 

综合评价

得    分 

2019 年 

排 名 

排名 

变化 

1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5651  1 0  

2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0.688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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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排名 
集团名称 

综合评价

得    分 

2019 年 

排 名 

排名 

变化 

3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0.0369  4 1  

4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2333  7 3  

5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0.2390  5 0  

6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0.2792  8 2  

7 广西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0.4637  9 2  

8 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0.5569  6 -2  

9 北京隆达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0.5611  10 1  

10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0.9570  3 -7  

说明：同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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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分析 

 

6.1 总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内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出

版传媒公司共计 44 家①。其中，出版公司 15 家，报业公司 4 家，发

行公司 8 家，印刷公司 10 家，新媒体公司 7 家；在中国内地上市

39 家，在中国香港上市 5 家。 

表 46 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业务类型与上市地点 

业务类型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合  计 

出版公司 14 1 15 

报业公司 2 2 4 

发行公司 7 1 8 

印刷公司 10 0 10 

新媒体公司 6 1 7 

合  计 39 5 44 

说明：出版公司包括业务内容描述为出版、出版发行和期刊的上市公司。 

与 2019 年相比，公司数量减少 1 家，即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6.2 经济规模 

6.2.1 总体规模 

                                                        

    ① 包括阅文集团和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和果麦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和 11 月 2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正式

挂牌交易，故未纳入 2020 年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9 日与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陕西华

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主营业务不再包含报纸广告、发行和印刷等，故不

再将其作为报业上市公司加以分析。由此，2020 年出版传媒公司和报业公司分别为 44 家

和 4 家，较 2019 年各减少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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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传媒公司股市市值有增有降。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

计算，43 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出版传媒公司①流通市值共计

3347.1 亿元人民币，较 2019 年增加 2.5 亿元，增长 0.1%②。其中，在

中国内地上市的 38 家出版传媒公司流通市值共计 2806.7 亿元人民

币，减少 215.8 亿元，降低 7.1%；总市值共计 3403.2 亿元，减少 352.7

亿元，降低 9.4%③。 

2020 年，出版传媒公司收入首次下滑，资产、利润增长放缓。在

中国内地上市的 38 家出版传媒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1600.2 亿元，

较 2019 年减少 39.4 亿元，降低 2.4%；拥有资产总额共计 3077.6 亿

元，增加 19.5 亿元，增长 0.6%；实现利润总额共计 232.1 亿元，增

加 28.8 亿元，增长 14.2%④。 

表 47 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较 2019 年增减 

在境内外上市公司流通市值 3347.10 0.07 

其中：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流通市值 2806.70 -7.14 

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总市值 3403.22 -9.39 

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1600.17 -2.40 

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资产总额 3077.55 0.64 

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利润总额 232.08 14.16 

                                                        

①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7 月 8 日起停牌，因此从 2019 年开始已不再将其纳入分析范围，故参与 2020 年分析的

出版传媒上市公司为 43 家，其中内地出版传媒上市公司 38 家。 

② 如排除上市公司数量变动影响，则现有 43 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出版传媒上

市公司流通市值较 2019 年同口径增加 67.9 亿元，增长 2.1%。 

③ 如排除上市公司数量变动影响，则现有 38 家内地出版传媒上市公司流通市值较

2019 年同口径减少 150.3 亿元，降低 5.1%；总市值减少 285.4 亿元，降低 7.7%。 

④ 如排除上市公司数量变动影响，则现有 38 家内地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较 2019 年同口径减少 0.2 亿元，降低 0.01%；拥有资产总额增加 148.2 亿元，增长 5.1%；

实现利润总额增加 34.1 亿元，增长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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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境内外股市流通市值的公司类型结构 

 

图 25 股市总市值的公司类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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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营业收入的公司类型构成 

 

图 27 资产总额的公司类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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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利润总额的公司类型构成 

6.2.2 出版公司 

2020 年，总市值大幅减少，收入近年来首次下滑，资产和利润继

续增长。14 家出版公司总市值共计 1202.5 亿元，较 2019 年减少 231.5

亿元，降低 16.1%；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884.7 亿元，减少 22.8 亿元，

降低 2.5%；拥有资产总额共计 1669.0 亿元，增加 102.6 亿元，增长

6.6%；实现利润总额共计 114.3 亿元，增加 4.7 亿元，增长 4.3%。 

表 48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出版公司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较 2019 年增减 

总市值 1202.46 -16.14 

营业收入 884.67 -2.51 

资产总额 1669.00 6.55 

利润总额 114.34 4.32 

凤凰传媒、中南传媒和中文传媒等 3 家公司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

均超过 100 亿元，另有山东出版、中国出版、中原传媒、南方传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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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传媒等 5 家公司资产总额均超过 100 亿元，均与 2019 年相同。 

6.2.3 报业公司 

2020 年，各项经济指标再度全面大幅下滑。2 家报业公司①总市

值共计 90.5 亿元，较 2019 年减少 92.4 亿元，降低 50.5%；实现营业

收入共计 21.7 亿元，减少 42.5 亿元，降低 66.2%；拥有资产总额共

计 81.5 亿元，减少 128.4 亿元，降低 61.2%；利润亏损 0.5 亿元，降

低 107.7%②。 

表 49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报业公司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较 2019 年增减 

总市值 90.49 -50.51 

营业收入 21.73 -66.15 

资产总额 81.46 -61.18 

利润总额 -0.52 -107.67 

6.2.4 发行公司 

2020年，收入基本稳定，资产继续增长，总市值和利润大幅下滑。

7 家发行公司总市值共计 410.1 亿元，较 2019 年减少 85.3 亿元，降

低 17.2%；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246.3 亿元，增加 0.4 亿元，增长 0.1%；

拥有资产总额共计 448.8 亿元，增加 21.7 亿元，增长 5.1%；实现利

润总额共计 14.5 亿元，减少 11.0 亿元，降低 43.2%。 

 

                                                        

① 减少华闻集团。 

② 如排除上市公司数量变动影响，则现有 2 家报业公司总市值减少 25.0 亿元，降低

21.7%；实现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同口径减少 3.3 亿元，降低 13.1%；拥有资产总额增加 0.3

亿元，增长 0.4%；实现利润总额减少 2.0 亿元，降低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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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发行公司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较 2019 年增减 

总市值 410.09 -17.21 

营业收入 246.27 0.14 

资产总额 448.83 5.09 

利润总额 14.46 -43.18 

与 2019 年情况相同，新华文轩和皖新传媒资产总额均超过 100

亿元。 

6.2.5 印刷公司 

2020年，收入基本稳定，资产略有减少，总市值和利润再度下滑。

9 家印刷公司总市值共计 456.1 亿元，较 2019 年减少 37.4 亿元，降

低 7.6%；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234.2 亿元，减少 0.2 亿元，降低 0.1%；

拥有资产总额共计 374.1 亿元，减少 2.8 亿元，降低 0.7%；实现利润

总额共计 21.2 亿元，减少 5.0 亿元，降低 19.0%。 

表 51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印刷公司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较 2019 年增减 

总市值 456.11 -7.58 

营业收入 234.21 -0.07 

资产总额 374.08 -0.74 

利润总额 21.16 -18.99 

与 2019 年情况相同，紫江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100 亿元。 

6.2.6 新媒体公司 

2020 年，各项经济指标全面增长，利润增长显著。6 家新媒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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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①总市值共计 1244.1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93.8 亿元，增长 8.2%；

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213.3 亿元，增加 25.7 亿元，增长 13.7%；拥有资

产总额共计 504.2 亿元，增加 26.4 亿元，增长 5.5%；实现利润总额

共计 82.7 亿元，增加 47.3 亿元，增长 134.1%。 

表 52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新媒体公司经济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指    标 金  额 较 2019 年增减 

总市值 1244.07 8.16 

营业收入 213.29 13.70 

资产总额 504.18 5.52 

利润总额 82.65 134.14 

完美世界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超过 100 亿元，另有昆仑万维和

浙数文化资产总额均超过 100 亿元。 

6.3 经济效益 

6.3.1 总体情况 

2020 年，在中国内地上市的 38 家出版传媒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整体为 11.1%，较 2019 年增加 1.1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当期一年期

存款基准利率（1.50%）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 

各类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序依次为新媒体

公司、出版公司、印刷公司、发行公司、报业公司。 

 

 

 

                                                        

① 包括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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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出版传媒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公司类型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出版公司 10.74 

报业公司 -0.97 

发行公司 4.19 

印刷公司 7.53 

新媒体公司 22.16 

整  体 11.06 

 

 

图 29 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前 10 位的出版传媒公司，降序依次为昆仑万

维、*ST 界龙、掌阅科技、广弘控股、永新股份、中信出版、完美世

界、新华文轩、山东出版和中文传媒。其中，出版公司 3 家、发行公

司 2 家、印刷公司 2 家、新媒体公司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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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前 10 位出版传媒公司 

单位：% 

排名 上 市 公 司 股票简称 业务类型 股票类型 收益率 

1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昆仑万维 新 媒 体 深证 A 股 69.47 

2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ST 界龙 印    刷 上证 A 股 28.26 

3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掌阅科技 新 媒 体 上证 A 股 18.70 

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广弘控股 发   行 深证 A 股 17.60 

5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永新股份 印   刷 深证 A 股 15.73 

6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出版 出版发行 深证 A 股 15.68 

7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完美世界 新媒体 深证 A 股 14.12 

8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新华文轩 发   行 上证 A 股 12.98 

9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出版 出版发行 上证 A 股 12.54 

10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传媒 出版发行 上证 A 股 12.36 

6.3.2 出版公司 

出版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低于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3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减少 0.3 个百分点。 

14 家出版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序依次为中信出版、山东

出版、中文传媒、南方传媒、中国科传、凤凰传媒、中原传媒、中南

传媒、长江传媒、中国出版、城市传媒、出版传媒、时代出版和读者

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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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出版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排名 上 市 公 司 股票简称 股票类型 收益率 

1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出版 深证 A 股 15.68 

2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出版 上证 A 股 12.54 

3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文传媒 上证 A 股 12.36 

4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传媒 上证 A 股 11.83 

5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传 上证 A 股 11.36 

6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传媒 上证 A 股 10.80 

7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传媒 深证 A 股 10.76 

8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传媒 上证 A 股 10.57 

9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传媒 上证 A 股 10.54 

10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出版 上证 A 股 9.79 

11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传媒 上证 A 股 8.59 

12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出版传媒 上证 A 股 6.56 

13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上证 A 股 5.63 

14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读者传媒 上证 A 股 4.25 

6.3.3 报业公司 

报业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0%，低于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2.0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减少 5.2 个百分点。 

2 家报业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序依次为粤传媒和华媒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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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表 56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报业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排名 上 市 公 司 股票简称 股票类型 收益率 

1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粤 传 媒 深证 A 股 7.56 

2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华媒控股 深证 A 股 -20.89 

6.3.4 发行公司 

发行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低于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6.9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减少 3.8 个百分点。 

7 家发行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序依次为广弘控股、新华

文轩、新经典、世纪天鸿、皖新传媒、新华传媒和天舟文化。 

表 57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发行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排名 上 市 公 司 股票简称 股票类型 收益率 

1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弘控股 深证 A 股 17.60 

2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文轩 上证 A 股 12.98 

3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 经 典 上证 A 股 11.08 

4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天鸿 深证 A 股 6.79 

5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皖新传媒 上证 A 股 5.99 

6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传媒 上证 A 股 -11.47 

7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天舟文化 深圳创业板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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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低于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3.5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减少 2.4 个百分点。 

9 家印刷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序依次为*ST 界龙、永新

股份、劲嘉股份、紫江企业、东港股份、鸿博股份、陕西金叶、盛通

股份和珠海中富。 

表 58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印刷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排名 上 市 公 司 股票简称 股票类型 收益率 

1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T 界龙 上证 A 股 28.26 

2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永新股份 深证 A 股 15.73 

3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劲嘉股份 深证 A 股 11.61 

4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紫江企业 上证 A 股 11.02 

5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东港股份 深证 A 股 10.20 

6 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鸿博股份 深证 A 股 2.19 

7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金叶 深证 A 股 1.53 

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盛通股份 深证 A 股 -22.70 

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中富 深证 A 股 -31.64 

6.3.6 新媒体公司 

新媒体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高出出版传媒上市公司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增加 11.4 个百分点。 

6 家新媒体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序依次为昆仑万维、掌

阅科技、完美世界、浙数文化、掌趣科技和中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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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新媒体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排名 上 市 公 司 股票简称 股票类型 收益率 

1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仑万维 深证 A 股 69.47 

2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掌阅科技 上证 A 股 18.70 

3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完美世界 深证 A 股 14.12 

4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数文化 上证 A 股 7.74 

5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掌趣科技 深证 A 股 5.64 

6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在线 深证 A 股 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