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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知名電商平台 「東方甄選」 日前以人民幣1元1本的超低價售賣出5000冊圖書，場面熱
鬧非常，引發出版業界熱議。活動當天，東方甄選APP會員店推出了 「新年送好禮 5000冊好書
1元領」 的活動。也就是說，消費者只需花1元錢，就可以買到自己中意的書籍，有不少手快的
顧客更是一口氣買下十本。在商家眼裏，這是一次特定的平台促銷，圖書只是用來促銷的商
品。但在眾多出版業內人士看來，1元的售價堪稱 「賤賣」 ，不僅會對行業造成不良衝擊，甚至
有人表示，電商直播間用低價書為自身引流，是用流量綁架文化，更是對知識的一種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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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賣書 是輸還是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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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惡意競爭
出版行業遭殃

出版社責任編輯肖女士：

•我認為，站在行業的宏觀角度上，這種極端促
銷不可取也不可持續。1元賣書，作者、編譯、
審校、發行等等這一長串產業鏈條上的人們怎
麼獲得正常的基本的收益？如果大家都這麼擾
亂行業秩序與規則，那這個行業就會徹底亂
套。

民營書店經營者占先生：

•圖書出版有自己的產業運行模式，這次東方甄
選的 「1元購」 就是劍走偏鋒，嚴重偏離正常的
商業邏輯。在圖書市場這方淨土上，資本掀起
了一股歪風，中傷很多的從業者。

自由職業者魏小姐：

•降價競爭無可厚非，但這種 「1元售」 給人的觀
感就像壟斷的前奏，倚重資本優勢惡意打壓同
行。短期來看書市是熱鬧了，讀者是開心了，
但長遠來看，產業鏈卻被衝擊得支離破碎。

觀點 1

觀點 2
引發閱讀興趣
培養讀書習慣

北京中學生陳同學：

•身為學生，我們需要買大量的書籍，幾乎所有
數得上來的名著都在閱讀書單上。對於我這樣
的學生而言，肯定希望這樣的活動多來些，如
果類似的減價能定期搞下去，對我保持閱讀習
慣肯定很有幫助。

課外培訓機構蔡老師：

•現在家長都重視培養孩子的 「樂讀習慣」 ，但
除了家人、老師引導，大的市場環境包括書價
也會影響習慣的養成。圖書節、書展、書市活
動的時候很多家長帶着孩子去買書，這說明人
們是有購書需求的。一旦有低價促銷，這種需
求就能被釋放出來。

銀行白領顧女士：

•很多興趣愛好都需要 「養」 ，比如養花、養
貓，也包括讀書養心。對於這些有益的正能量
的事情，社會應該給予充分的支持和包容。如
果說東方甄選這次 「1元售書」 動了誰的蛋糕，
那絕不是讀者的，而是同行或者產業鏈的。

商家割肉讓利
書迷最大贏家

書市穀賤傷農
商道斯文掃地

觀點 1
降低閱讀門檻
讀者樂享其成

資深書友梁小姐：

•現在的紙質書真是貴得很，一本200頁不到的
《李叔同經典解讀》竟然要七八十元，更別說
那些精裝版、典藏版了。所以至少對我這種喜
歡讀書的人來說， 「1元賣書」 真的很有吸引
力，至少我會為了一本想要的書而痛快付費。

退休公務員白先生：

•我一直有買書、藏書的習慣，以前沒太留意書
價，仔細翻看才發覺漲幅非常誇張，那些標着
名著、名人推薦的，有的要過百元一本。我覺
得這個電商平台搞的 「1元賣書」 算是對現在高
昂書價的一次矯正。

快遞小哥宋衛成：

•我學歷不高，但也喜歡看點兒小說。雖然我沒
有參與東方甄選的搶購，但是我打心裏支持，
因為他們降低了買書的門檻，不管商業操作是
什麼，但最終受益的是消費者，我覺得就值得
支持和肯定。

網店老闆鄧先生：

• 「1元賣書」 無可厚非。這麼多年，各種各樣的
「大減價」 「0元購」 ，甚至 「免費送」 等促銷
手段，都廣泛存在於商業領域。再說人家又不
是天天 「1元購」 ，這就跟 「雙十一」 全場半價
是一個道理，就是一場平平常常的消費狂歡。

自媒體撰稿人郭女士：

•明碼標價、買賣自願，東方甄選有什麼錯？消
費者更沒有錯。這是完全符合商業邏輯的操
作。只要賣家能承受，降價促銷、低價引流完
全無可厚非。對於書市同行而言，樂意的話就
跟進，反對的話就堅持原價，一次促銷活動也
不會導致行業利益徹底重新洗牌。

企業諮詢師杜先生：

•這種操作其實早有先例，各行各業都有，一邊
賣點 「促銷品」 吸引顧客，另一邊再賣點 「利
潤品」 ，利益分配上此消彼長，既能保證預想
的收入和利益，也能吸引更大的關注，這是一
種很好用的商業策略。

觀點 3
以低價引流量
商業操作合理

書籍質量堪憂
影響閱讀效果

私企員工竇先生：

•網上有一句評論我覺得很有說服力， 「1塊錢，
盜版都做不來。」 所以1元賣出去的書質量大概
也沒有保證。正所謂 「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
宜」 ，我想就算是消費者本人也不敢抱太高的
期待吧。

帶貨主播佳佳（化名）：

•我發現這次營銷中很多書都跟 「新東方」 有關
係，比如創始人俞敏洪的隨筆《我的2022》
等。這場促銷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推廣新東
方自己的作品一樣，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好書
大促。

北京讀者劉先生：

•我參與了這次搶購活動，但其實很多好書根本
搶不到。當時就像春運搶火車票一樣，既要手
速快，也要網速好，好東西近在眼前，卻就是
夠不到。整場搶購下來精疲力竭，讓我覺得活
動還是形式大於內容。

觀點 2

流量綁架文化
低價作踐經典

小學教師馬女士：

•我覺得任何行業都可以打價格戰，但唯有圖書
行業不能夠。因為書籍是文化產品，是陽春白
雪，是精神財富，是不能以價格論高低的特殊
商品。這種低價促銷，給人的感覺就是書籍不
值錢、知識不值錢、文化不值錢。很難想像這
樣的行為會帶來怎樣複雜的負面影響？

自媒體作家聞小姐：

•我要是東方甄選負責人，我寧願選擇免費派
送，也不會想出 「1元售賣」 這種下下策。免費
派送，書依然是無價的，既然賺不到錢，至少
贏了面子和口碑。但是 「1元售賣」 ，就等於在
說，這書不值錢，等於是既丟了裏子，也失了
面子。所以，這次東方甄選的促銷行為真是讓
人反感，甚至應該人人撻伐。

某公司法務趙先生：

•現在的資本都推崇 「流量為王」 ，反過來流量
又綁架了一切。我覺得這種狀況既可恥，又可
怕，更可悲。先不說後續會不會有追隨跟風的
現象，至少這種 「1元賣書」 的行為，可以套用
一句老話，那就是 「斯文掃地」 。

觀點 3
近年來，伴隨網絡

電商的迅速崛起，內地
實體書店亦經歷了一波波 「寒冬」 。即使
不少書店通過賣咖啡、24小時經營等方
式提升消費者黏性，但依然收效不佳，閉
店似乎成了實體書店的一道可怕的魔咒。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前三季度，
實體書店零售圖書市場同比下降
22.56%，和2019年同期相比同比下降超
過60%。與實體書店的蕭條形成鮮明對
比的是，線上的圖書市場卻一點都不冷
清，甚至越來越紅火，圖書銷售行業如東
方甄選這樣的 「賣書直播間」 並不少見。

針對東方甄選 「1元售書」 ，不少消
費者歡欣鼓舞，出版業界則多是討伐聲。
天津一家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周女士對大公
報說，東方甄選的做法打破了傳統出版業
的行業規矩，如果這種模式遭到跟風，對
於傳統出版業就是生死挑戰。不過，也有
業界專家表示， 「1元售書」 本質就是一
場低價促銷，與其死盯着一家公司、一場
活動，不如分析圖書定價現狀對文化事業

的影響，努力尋找讀者、作者、出版行業
多方利益的平衡點。

此前，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魏玉
山曾在全國兩會上提交了關於制定圖書交
易價格法，規範圖書市場秩序的提案，
「我國實行圖書固定定價制度，但對圖書
銷售價格一直未有專門法律保障，無論是
《價格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還是
《反壟斷法》，都未對圖書維持轉售價格
制度給予明確。」 他建議國家為圖書交易
價格立法，遏制惡性競爭。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擬定最低售價 遏制惡性競爭

▲在四川成都2023天府書展的展位上，
擺放了 「讀書人」 的標語宣傳。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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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版圖書

小說：

愛梅麗·勃朗特《咆哮山莊》
芥川龍之介《羅生門》
赫曼·赫塞《流浪者之歌》
（《悉達多》）
兒童文學：

愛 德 蒙 多·
德·亞米契斯
《 愛 的 教

育》
隨筆：

法蘭西斯·培
根《培根隨
筆全集》
哲學：

叔本華《人
生的智慧》

「新東方」系書籍
俞敏洪（新東方創始人）隨筆集
《我的2022》
周成剛（新
東 方 CEO）
《新東方走
向遠方：穿
越世界的教

育尋訪》

「1元直播間」
能買哪些書？

大公報整理

▲寧夏銀川，市民在內地知名的網紅書店 「鍾書
閣」 選購書籍。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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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內地出版業

2021年──

•全國共有經國家出版管理部門或省級
出版管理部門批准的出版傳媒集團
121家，其中圖書出版集團39家、
報刊出版集團43家、發行集團28
家、印刷集團11家

• 全 年 共 出 版 圖 書 118.6 億 冊
（張），佔全部出版物數量的
27.8%

•全年出版新版圖書22.5萬種，計

27.5億冊（張）；重印圖書30.4
萬種，計69.0億冊（張）人均圖書
擁有量7.76冊（張）

綜合

0.96%科學技術

17.11%

社科人文

81.93% 書籍品種結構

▶知名電商 「東方甄選」日前舉辦 「1
元賣書」促銷活動的宣傳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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