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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搭上电商“快车”在直播间里找读者

短视频电商成第二大图书零售渠道

直播让经典好书触达更多读者

短视频和直播在推动图书销售的同时，对经典
图书、新书的影响日益增强。

“通过直播带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印量已
经达到600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经理王秋玲
说，“出版社携手荐书人，让好的作品走向更广泛的
读者。”《额尔古纳河右岸》为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
说，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以一位九旬老人自述
的方式，讲述了鄂温克族的故事。在直播间里得到
董宇辉推荐之前，其累计印量是60万册。

“这本书能够把很多人从日常的琐事、日复一
日的无聊和麻木中拯救出来，让你知道世界博大而
辽阔。”经过董宇辉的如是推荐，许多读者聚集在直
播间讨论阅读心得，还有读者分享了精心绘制的

“人物关系图”，帮助其他读者了解人物关系。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直播带货成功并非孤例，

不少经典文学著作也在直播间再次翻红，例如，《唐
诗三百首详析》在直播间半个小时售出近20万册。
在王秋玲看来，通过直播平台，经典好书可以触达
更多读者。

通过直播平台，读者不仅可以接触更多书籍，
也可以更好地和作家进行交流。今年3月，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开启首次中国行，在“与辉同
行”抖音直播间里畅聊文学与故乡，直播累计售书
11万册。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示：“电
商平台和出版发行界一起，壮大了图书阅读人群的
基本盘，推动出版行业向暖、向新发展。”

越来越多新书选择在直播间发布

短视频平台上翻红的不只是旧书，不少作家也
携新书上直播。

3月26日，作家麦家携最新长篇力作《人间信》，
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与董宇辉开启一场关于成
长、故乡、命运的深度对话。

直播中，这部麦家潜心打磨5年、由新经典发
行的《人间信》上架抖音电商，在当天的直播中累
计售出6.8万册。这场直播吸引超25万人同时在
线观看，更有话题“董宇辉麦家知音再相遇”冲上
抖音热榜。

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2023年11月20日下午3
时，一场主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的直播在莫
言的抖音直播间准时开启。对谈中，莫言和于和伟
不仅表演了书中的片段，还围绕表演、创作、戏剧等
诸多话题展开畅聊，累计吸引了超550万人次围观，
莫言新书《鳄鱼》也同步在抖音电商发布。

据悉，2024第一季度短视频电商销量前100图
书中，有15本是新书，新书占比高于其他渠道。此
外，新书在兴趣电商表现更加突出，2024年3月虚
构、非虚构和少儿类目均有新书进入兴趣电商销量
前30位榜单。

抖音电商图书行业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趋
势。抖音电商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平台图
书挂车短视频播放超216亿次，图书带货直播观看
超39亿次，优质内容与货架电商互联互通，带动平
台上图书销售超1.5亿单。而从年龄来看，“00后”
图书消费潜力最大，买书数量同比提升187%，他们
更偏爱心理学、小说、文学类书籍。

抖音集团副总编辑于津涛表示，平台发起的长
线社会价值项目“抖音全民好书计划”，将不断通过
平台政策、深度运营活动、流量扶持等举措，联动出

版社、作家、优质内容创作者等各方力量，用短视频
和直播的方式，发售新书、推荐好书，将更多新书和
好书带到读者身边。

图书与读者的适配性更强

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注重经营短视频电商
平台上的店铺，并为读者提供更加清晰的分类。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例，该社图书多为专业类书
籍，其短视频电商平台上的店铺分区分类清晰明
了，可以精准地触达用户。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部经理冯小
慧表示，在图书零售市场的细分板块，不同渠道销
售各类图书码洋的比例是不同的。在短视频电商
平台上，少儿类图书码洋占比最大，达到了43.46%，
相比之下，在实体店平台，少儿类图书码洋占比则
为15.82%。

“短视频电商渠道的图书销售往往具有视觉冲
击力强、传播速度快、与用户互动性强等特点，一方
面能够更直接地与读者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也能有
效拓展读者群体。”冯小慧说，这使得心理类图书、
家庭教育类图书在短视频电商渠道受到欢迎。以
讲述为人处世的《分寸的本质》一书为例，其今年一
季度短视频电商渠道销售占比高达99.4%。

不同年龄层在短视频电商平台上偏好的书籍
也是不同的，《2024抖音电商第一季度阅读报告》
数据显示，“70后”偏好历史、哲学和饮食，“80后”
偏好儿童文学、绘本和心理学，“00后”则喜欢小
说。通过短视频平台，读者可以更好地找到适合
自己的书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兼
发行部主任张鹏发现，原本小众的专业类书籍，也
能够在短视频平台上找到更多读者。“作为专业出

版社，我们每年出版新书1800种左右，其中有1700
多种是专业书籍，过去这些专业书籍主要依赖图
书馆和线下渠道。”在机械工业出版社销售中心副
主任李双磊看来，专业书籍单品销量上升，意味着
这些专业书籍匹配到了更多用户，更多人有机会
去学习自己需要的专业知识，这也是社会价值的
重要体现。

推动出版发行行业深度转型

图书走进直播间，既有时代潮流裹挟前行的因
素，也是主动拥抱新的媒介平台的结果。如今，出
版社参与直播带货已经成为行业常态，短视频和直
播电商快速发展，带动了图书消费市场快速增长，
也推动了出版发行行业的深度转型。

据相关资料，从2016年图书网上销售码洋总量
首次超过传统实体书店，到2020年直播呈井喷式发
展，图书直播也相应爆发，再到2021年出版机构建
立自有主播团队，开启“自播元年”，短短几年时间，
图书的传播从线下实体书店到网络平台电商再到
直播，实现了“三级跳”。

“图书与直播间带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图书
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重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
总经理王秋玲介绍，从2020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
就及时布局、调整和完善图书销售渠道，在抖音开
设了自营店铺并与图书知识达人合作推荐好书。

在一些出版社编辑和发行人员看来，达人与过
去的书评人有着类似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出版社
发现图书的亮点卖点，另一方面可以向更多读者介
绍图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根据用户习惯调整了直
播时间，甚至把直播间搬进了库房，开展“库播”。
张鹏表示，与达人合作，不仅能带动直播间内的销
量，也会有外溢流量带动图书在其他渠道的销售。
该社与达人合作推广《筚路维艰》，外溢流量占比达
到了87%，2023年该书销量13万册，其中在抖音上
销售1.5万册，外溢经销商销售12万册。

中信出版集团发行事业部总经理沈家乐则表
示，达人合作的模式，也对图书的销售和策划提出
了更多要求。

艾立民表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电商平
台的快速发展，作者的创作方式、出版行业的内容
生产方式、读者的阅读方式和习惯都在发生深刻变
化，出版社也需要勇于突破、坚持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
任刘晓春认为，直播电商降低了阅读门槛，激发潜
在读者兴趣，让很多短视频用户直接转化为阅读新
人群。另一方面，直播与短视频还促进优质内容向
出版业“回流”，带动图书销售，让更多人重新爱上
阅读。此外，她还呼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监管方、
出版社、电商平台、读者等多方密切协作，保护正版
图书，推动全民阅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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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酒类股纷纷跌停

新“国九条”是2004年、2014年两个“国九条”之
后再次专门出台的资本市场指导性文件，证监会和
交易所也出台或修改了相关配套文件。

关于退市，新“国九条”提出，加大退市监管力
度。具体包括进一步严格强制退市标准，完善市值
标准等交易类退市指标，收紧财务类退市指标，进
一步削减“壳”资源价值，加大规范类退市实施力
度，强化退市监管，增加对一年严重造假、多年连续
造假退市情形等一系列措施。

4月15日开始，不少中小酒类股纷纷跌停。其
中，两家*ST股尤其受到关注。

甘肃的老牌葡萄酒企*ST莫高股价反应最为剧
烈，从4月15日开始连续五天出现跌停，周内跌幅
25%。其3月29日披露的年报显示，2023年收入
1.98亿元，亏损4144万元，虽然相比前一年有大幅
减亏，但仍是其连续第三年亏损。

*ST莫高本来暂无退市风险。按照交易所原来
的《股票上市规则》，被ST企业的业绩指标是“连续

两年净利润为负值，且营收低于1亿元”。*ST莫高
去年营收达标，因此年报发布后就已申请撤销股票
退市风险警示。

然而上周新“国九条”出炉后，交易所拟将主板
亏损公司的营收指标从1亿元提升到3亿元。*ST
莫高去年的营收并不达标。

不过，这一政策有一年“缓行期”。
根据交易所解释，主板财务类“亏损+营业收

入”组合指标以2024年度为第一个会计年度，上市
公司在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按照原规则财
务类强制退市的规定实施*ST、撤销*ST，或者终止
上市；实施*ST的公司要在明年披露2024年年报
后，再按照新规则撤销*ST或者终止上市。

这意味着，*ST莫高如果今年能摘帽，则暂时不
需再面对“3亿元营收”这条红线。否则，*ST莫高今
年开始，营收需要增长至3亿元以上。

对*ST莫高来说，要摸到3亿红线难度不小，其
2023年不到2亿元的营收，已经比前一年大幅增长
了83%，是上市20年来增长最大的一次。记者注意
到，葡萄酒、药品、降解材料及制品三大产品的收入

去年都有大幅度增长。
不仅是收入大涨，*ST莫高三大产品的毛利率

都有至少两位数的高增长，在往年也是非常少见
的。记者翻看了*ST莫高过去五年的年报，仅有
2019年葡萄酒毛利率出现两位数增长，其他时候
都是下跌，也并未出现三大产品毛利率同时大涨
的情况。

上交所目前尚未批准*ST莫高的摘帽申请，并
于4月16日晚发出了问询函，要求*ST莫高就业务
收入和毛利率变化幅度较大进行补充披露。记者
尝试联系*ST莫高，董秘办多个电话未能接通。

拉萨啤酒背后的*ST西发同样在退市边缘，其
原因有所不同：2022年其净资产为负值，且被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ST西发预计4月26日披露2023年报，如再次
出现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况，将被终止上市。其去年
三季报净资产依旧为负。

*ST西发面临的退市风险点不止这一个。去年
这家公司已进入预重整阶段，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罗
希均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且此
前已陷入了多起股权、资产相关诉讼中。

退市倒逼绩差股

还有三家原本并无退市压力的公司，也突然离
退市近了一步。

上个月刚被央视“3?15”曝光的听花酒，背后
销售方青海春天预计2023年营收2.32亿元至2.48
亿元之间，亏损2.22亿元至2.87亿元，连续第四年
亏损。

兰州黄河4月17日刚披露年报：2023年营收
2.4亿元，亏损4672万元，连续两年亏损。此外其今
年一季度继续亏损。

中信尼雅2022年亏损8.8亿元，预计2023年归
母净利润为正，但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350万元
到-1180万元。

三家公司去年的营收都不到3亿元的红线，如
果未来两年依旧营收不达标且继续亏损，将会走向
强制退市。

其他跌停的中小酒类股虽然并没有退市风险，
但业绩也不乐观。

另一家老牌葡萄酒企ST通葡2022年亏损，其

2023年预计亏损6008万元至9012万元，将是其连
续第二年亏损、五年内第四次亏损。其原实控人尹
兵曾经违规担保近2.7亿元，也是因此被ST。

不过目前ST通葡年营收远超3亿元红线、净资
产也为正，只要不连续出现非标内控审计报告，其
距离退市还有一定距离。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交易绩差股主要是为了
壳资源，一旦有重组题材，股价就会大幅提升。去
年，ST通葡股价就一度上涨40%。

但新“国九条”为资金炒作借壳重组设置了更
多障碍。

一方面，修订了重组上市条件，加大对重组上
市的监管力度，削减“壳资源”价值，对照主板上市
条件的修改，提高主板重组上市条件；另一方面，针
对上市委、重组委也提出要压紧压实审核把关责
任，严把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准入关，相关委员在履
职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反廉政纪律的，终
身追责。

其他几家一度跌停的酒企，其过往经营历史证
明，他们谈不上被误伤。

有“A股不死鸟”之称的皇台酒业，上市24年
来，有11年是亏损的，曾经五度被ST、又五度摘帽，
2022年刚刚扭亏摘帽，2023年又再度预计亏损。

保健酒起家的海南椰岛上市24年，其中有7年
是亏损的，也曾因连续亏损被ST，去年再度报亏，预
计2023年亏损1.1亿元到1.3亿元，将是其连续第三
年亏损。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指出，这一
次新“国九条”主要目的是推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
推动市场风格转变，让资金支持业绩优良的好公
司，推动经济转型。这类连续多年亏损、刚摘帽又
再亏损的公司，显然不是能引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绩优股。

此外，即便用财务手段短时间扭转业绩实现摘
帽，也还要面临更严格的分红要求。新规提出，要
对分红不达标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多年不分红或分
红比例偏低的公司也会被ST。

可见，新“国九条”的相关规定，关注的是企业
的长期经营可持续性以及对投资者的回馈。如果
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营理念，总有一些绩差股，还
会回到退市“鬼门关”前。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肖夏/文

新“国九条”按下退市快进键，中小酒类股迎生死大考

随着短视频电商渠道崛起，
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设短视频账
号，通过短视频平台售书。日前，
在第2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抖音电商在北京举办“直播间里
的全民阅读”活动。现场数据披
露，第一季度抖音电商图书销售
超1.5亿单，每天售出图书超200
万册。参会的出版行业人士认
为，直播电商把更多新书、好书带
给了更广阔的读者群体。

今年一季度，图书零售市场的
短视频电商渠道继续保持较高增
速，同比增长31.15%。北京开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
模为912亿元，同比上升4.72%，短
视频电商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渠
道，出版行业零售市场增长回暖。

4月12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简
称新“国九条”）出台近一周，资本市场予以强烈反馈。

顺应投资者的呼声，新“国九条”及相关配套文件对上市公司的IPO、业绩、退市、分
红、大股东合规经营都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明确提出加大退市监管力度，深化退市制度改
革，加快形成应退尽退、及时出清的常态化退市格局。

一些中小酒类股投资者非常紧张：本来只是想炒个重组题材、拿个困境反转剧本，这
下不会真的退市了吧？

新“国九条”的本意，在于引导资金从题材炒作、壳资源股转向绩优股。证监会上市
监管司司长郭瑞明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本次退市指标调整旨在加大力度出清“僵尸空壳”

“害群之马”，并非针对“小盘股”。
A股酒类板块有四十多家上市公司，既有贵州茅台这样年收入上千亿的巨头，也有一

批长期业绩平平甚至反复在盈亏线上横跳的中小酒企。
记者注意到，4月15日至18日，*ST莫高、*ST西发、ST通葡、中信尼雅、皇台酒业、青

海春天、兰州黄河、海南椰岛等酒类股纷纷出现跌停，周内跌幅普遍在15%到20%左右。
按照新“国九条”的配套文件，这当中一些酒企可能会加快被ST，已经ST的酒企退市

可能性也在加大。当中部分酒类股还出现过股东内斗、股东被立案调查、大股东违规担
保、违规挪用资金等情形，中小投资者利益难以得到保护。

回顾这些酒类股的经营历史可以看出，通向退市的道路，多是企业自己铺就的，新规
不过是按了快进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