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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松

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
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再也支撑
不住，歇业了。

这一消息让无数看书、写书、出
书等图书产业链的相关者震惊，引
起业界轩然大波。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光合

作用的命运只是整个民营书店的一
个缩影。

事实上，近年来来自全国各地
实体书店难以为继的事件层出不
穷。这其中，也有不乏和光合作用名
气媲美的民营书店。

据了解，不到两年时间里，第三
极书局、风入松书店等在北京乃至
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民营实体书
店先后陷入经营危机。第三极书局
亏损关张，风入松书店关门停业。而
席殊书屋、思考乐书局等名噪一时
的民营连锁书店，均关门或被收购。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书业商会
调查显示，过去 10 年全国有近五成
民营书店倒闭，且倒闭趋势还在加
剧。

民营书店在上世纪 80 年代出
现，在 90 年代形成高峰，到如今的
生存艰难，背后的原因令人关注。未
来的前景亦令人担忧。

困局

10 月 28日，由于被爆出资金链
断裂，光合作用位于大望路和五道
口的两家门店，遭遇部分民营供应
商哄抢。光合作用资金链可能出现
问题，其高层也于近期集体辞职。
《中国企业报》记者探访：实体

书店“倒闭潮”仍在蔓延。光合作用
并不是第一家出现经营问题的民营
书店，仅在北京，曾经风靡一时的中
关村第三极书局在去年以亏损几千
万元败走，在知识界享有口碑的北
大南门“风入松”书店，也在今年夏
天关门停业。民营书店的经营无疑
面临着困局。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前实体民营书店面临严重的
生存难题，近几年中国减少了近五
成的实体店，仅北京就减少了 40%，
大多实体民营书店属于中小型企
业，不具备规模，因而遭受的生存压
力较大。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书业
商会调查显示，过去 10 年全国有近
五成民营书店倒闭，且倒闭趋势还
在加剧。实体书店的销售额不仅没
涨，反而还在下降。

11 月 16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走访了北京几家民营书店后发现读
者寥寥。

记者来到光合作用位于北京朝
阳区大望路的门店，一把大锁将大
门锁住。隔着大门玻璃往里面望去，
里面一片狼藉，不见一本图书的影
子。

采访中，一位在海淀知春路开
了五六年书店的老板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现在的情况是“前有店
租成本年年提高，后有网络书城、电
子图书追赶，旁边还有猖獗的盗版
书冲击，做实体书店越来越困难。如

果实在撑不下去，我就准备改行，开
个杂货店什么的。”
在一家名为语思的书店，一楼

经营文具、体育用品及音像制品，二
楼经营图书。记者看到除了一楼有
些人在购买文具外，二楼三、四百平
方米的图书区域格外冷清，竟然只
有二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在看书。
记者了解到，隶属中共中央宣

传部、中国出版集团的老牌国有新
华书店则有不少优势。资金上新华
书店以国有信誉能及时贷款以及付
款，网络上覆盖全国省市县镇，在全
国有 14000 多个发售网点。另外教
材行业曾被列入国内十大暴利行业
之一，新华书店仍然把持了教材的
发行，获得高额利润。
两相比较，无论是体制还是实

力，新华书店均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当《中国企业报》记者来

到北京图书大厦，却是另一番截然
不同的热闹景象。在书的海洋中，看

书的、选书的、购书的，排队交钱的，
川流不息。老人、年轻人、小孩各个
年龄段的人都不少。每层都有许多
人推着购书车像在超市购物一样选
购大量图书。
在图书大厦二层，一位叫张美

兰的中年妇女正推着已堆得老高的
购物车挑书。
《中国企业报》记者询问她为什

么购买这么多书，张美兰指指购物
车：“这点书算啥，离八千多元还早
着呢！”
图书导购员告诉记者，这是北

京郊区的“益民书屋”在图书大厦里
购书。全市 16 个区县 1100 多位选
书代表将在图书大厦为本地区的益
民书屋挑选图书。每个书屋可选择
价值 8536 元的图书。全市已建成
3975个益民书屋。
“民营书店利润空间本来就非

常有限。现在各方面成本节节攀升，
我们经营很困难。”记者在采访一些
民营书店老总时，他们都对民营书
店的前景充满担忧。

冲击

据了解，传统实体书店目前遭
遇的困境是方方面面的。
“由于实体店租金、水电、人力

等成本上涨，给民营实体书店带来
不小压力，加上中国税率较高，对民
营书店全部征税，需要上缴 8%的营
业税和 33%的企业所得税，这直接
压缩了企业利润，使企业资金链趋
紧。”蔡灵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另一方面，图书市场竞争激烈，
网上购书渠道抢占了大部分市场份
额，这使实体民营书店销售额骤减。
就光合作用目前窘境，时尚廊

总经理许志强分析称，一是由于网
络更方便、快捷、折扣大，受网络书
城冲击厉害；二是人们阅读习惯改
变，不再单纯依靠纸质图书获取知
识；三是房租、人工、税收等成本攀
升。除此之外，经营者本身策略也存
在问题，如战线拉得过长等。
光合作用总经理孙池此前表

示，近三四年来房租、水电等成本急
剧上涨，而光合作用的销售却连续 4
年下滑，今年更下滑了 40%，资金问
题突出。
当当网、卓越网等网上书店的

兴起对传统书店造成很大冲击。此
外，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传统电商

正式跨进图书销售行业。同时，愈演
愈烈的价格战加速了传统书店倒闭
速度。

在京东商城和当当网上，4折售
书很常见。《中国企业报》记者登录
当当网发现，即使时下热销的《史蒂
夫·乔布斯传》，折扣也能打到 7.5
折。

据了解，仅 2010 年以来，京东、
当当、卓越网络书店之间至少发起 3
轮价格战，图书的折扣从五折持续
走低至三九折。

11月 2日，当当网给记者发来
极具诱惑力的促销短信：“当当 12
年庆！图书 100 返 200，4.9 折专场
抢！绝无仅有！一年一次败家子，想
当就当！”11月 11日，记者又接到当
当网的促销短信：“光棍节来当当网
脱光！全场图书音像百万种，折上再
88折，满 88元立享！平均 4.9折！”
“现在到当当、卓越、京东等网

上书城买书，不到五折还送货上门，
人家凭什么要到你实体书店购书？”
语思书店的王经理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这里除
了一些老顾客，很少有新人来买。现
在卖书没什么利润，还不到我一楼
文具用品利润的 1/5。”
事实上，与网络购书相比，实体

书店存在天然劣势：一方面实体书
店开店成本高，图书成本比网络书
店高。另一方面，消费者在电脑前鼠
标一点，即可等着心仪的书送上门，
方便快捷，省掉去实体书店的舟车
劳顿。

网上书店虽然大大挤压了实体
书店生存空间，然而业界普遍认为，
实体书店真正强大的对手是电子
书。电子出版物携带方便、更新迅速
以及环保的理念也侵蚀着传统书店
的市场。
今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

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国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增
长幅度最大，其中电子阅读器的接
触率增长幅度达到了 200%。
资料显示，早在 2007年新浪、搜

狐等门户网站读书频道就推出了图
书在线阅读收费。近两年，淘宝、当
当网等电子商务平台都纷纷盯上了
电子书。国内几大电信运营商也都
在打造各自的数字阅读平台。调查
指出手机是目前普及度最高的阅读
终端。电子书将结束纸质书时代的
观点一度甚嚣尘上。

民营书店：“光合”失去“作用”

一位资深出版业人士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数
字阅读内容的不断丰富，实体书店未来的路还会更艰难，必须
面对转换经营思路的必然选择。

语思书店王经理对民营书店的生存处境深有体会，王经
理向记者表示，不少像他一样的民营书店经营者会因为每一
家书店倒闭的消息而触动神经。

面对生存困境，业界人士呼吁政府应出手，在政策层面加
大对民营实体书店扶持力度，减免税收、房租补贴、规范网络
书店恶性竞争的市场等。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书店业主们不应该把全部希望
寄托于政府扶持上，自己努力探索转型才是自救王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不堪重负的民营书店开始尝试
求生。已有 10年历史的唐宁书店就是其中典型。从 2007年开
始，唐宁书店就改变只卖图书的传统方式，开始代理多种国内
外与文化有关的产品，包括文具、摄影包、相机袋等，而这成为
书店主要的收入来源。如今，非图书类业务在公司的销售额占
比已从零快速上升为 50%以上。

浙江谛都集团正打造一个全新的概念“文化空间”，与人
民出版社合作共同投资组建一家文化创意产业企业，配套玉
石、红木家具、文房四宝等跟文化有关的各种元素。人民书店
除了出版物发行，还涉足玉石、字画、艺术品、收藏品、红木家
具、教育装备等领域，远超出版物概念，经营一个大文化。

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大型书店或缩小规模，将
缩减出来的场所或出租，或新增餐饮、咖啡厅等业态，拓宽图
书零售这一单模式，多元化发展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蔡灵也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需要优化图书采购渠
道，提升图书价格竞争力，并多元化产品服务种类，可以采用
“复合经营”模式，不仅仅经营书店，还能够经营包括画廊、艺
文空间、咖啡馆、瓷器等商品服务，加强门店的盈利能力。“从
根本上改变经营现状，只有企业自身谋求升级转型，寻找新的
利润增长点才能使其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存活并发展。”

当然，实体书店面临的并非深渊，还有很多机会。
《开卷》杂志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全国图书纯零售

市场销售总额约 400亿，其中网上销售额仅为 50亿左右，传
统业态领先的局面还很明显。且传统业态有很多新兴业态无
法比拟的优势，例如在店内配合图书销售举办多种文化活动，
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多重体验，就是一般网店做不到的。

吴晓波也认为，目前网络书店大多还处于亏损状态。“他
们是着眼于长远发展，以眼前的赔钱最大程度地占领市场份
额，但很难长久，传统书店总会有喘过气来的机会。”

吴晓波认为，实体书店转型应该争取开在大型酒吧街、现
代电影城等年轻人文化消费区，成为时尚的社交平台，举办各
种讲座、沙龙。政府还可以把这些书店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可以名正言顺地给予扶持。

截至本文发稿时，记者了解到，光合作用已经获多家企业
注资，最快 12月份开业，北京可能有四家直营店。

夹层求生

本报记者 陈青松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

阅读内容的不断丰富，实体书店未

来的路还会更艰难，必须面对转换

经营思路的必然选择。

每年购买约 50本书，基本都在网上购买的大学老师马女士：
“通过搜索能够在几秒钟内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而在书店里
找了一圈你未必能够找到”，这样省时、省力、省钱。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林瑞泉摄）

第三极书局亏损关张，风入松书店关门停业。而席殊书屋、思考乐书局等名噪一时

的民营连锁书店，均关门或被收购。如今，光合作用没了，但书店还会在。

银号称“拥有全国最大
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
书店光合作用再也支撑
不住，歇业了。

荩在新华书店，看书的、
选书的、购书的，排队交
钱的，川流不息。

光合作用
位于北京
朝阳区大
望路的门
店，一把
大锁将大
门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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