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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出版业如何转化危机
——直播 + 出版模式的优势与做法探究

◎李智慧
摘要：本文从分析什么是直播入手，分析、探究直播这一新型媒介与出版的融合模式与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对借力直播、

助力出版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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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社会各界因直播的开展而

被深刻改写，出版行业也是如此。尤其是

2020 年以来，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疫情

的影响，直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

卷出版业，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直播 +

出版已然成为出版新航标。那么，到底什

么是直播？直播 + 出版能做些什么？直播

+ 出版的优势在哪里？站在直播这个互联

网领域的现象级风口，出版如何才能真正

加入直播大潮，并借力直播，扭转疫情带

来的危机，从而写下新的传奇？本文将带

着以上几个问题，探究直播 + 出版模式。

一、什么是直播 + 出版

什么是直播？百度百科给的解释是：

“网络直播”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在网上

提供电视信号的观看，例如各类体育比赛

和文艺活动的直播，这类直播原理是将电

视（模拟）信号通过采集，转换为数字信

号输入电脑，实时上传网站供人观看，相

当于“网络电视”；另一类是人们所了解

的“网络直播”：在现场架设独立的信号

采集设备（音频 + 视频）导入导播端（导

播设备或平台），再通过网络上传至服务

器，发布至网址供人观看。本文主要探讨

的是第二种形式，通俗理解即是，“主播”

随时随地、边录边播的一种形式。它与其

他播放形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观

众可以实时参与互动，它以普通用户自发

生产内容为基础，并由此引发人与价值内

容的关联、人与人的关联、人与商业地关

联，最终为用户产生商业价值。

那么，什么是直播 + 出版呢？笔者认

为，我们已不能将网络直播 + 出版简单定

义为娱乐产业，而是直播与出版的融合，

是将直播作为一种形式或者说载体融合在

出版上，延伸出版的现实交流空间，帮助

出版社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塑造品牌，

扩大宣传。

二、直播 + 出版的优势在哪里

在如今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直播 +

出版能异军突起，蔚然成风，说明其具有

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笔者通过仔细

对比、认真研究近几年来的直播 + 出版的

典型案例，认为直播 + 出版的优势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播助力营销，能扩大出版宣

传覆盖范围与营销力度

人民社宣传推广部主任孙涵曾说过这

么一句话：“时下年轻人获取信息、知识

的途径已经发生了变化，由纸上的铅字，

到大大的电视屏幕，如今转移到了光电交

织的移动客户端。如果你的宣传无法达到

他们视线以内，又如何谈及吸引年轻人关

注自己呢？”所以孙涵觉得在这个阵地上，

出版单位不可缺席。

以往，出版社的宣传活动多为读书会、

讲座等常规活动，这些活动覆盖范围与影

响力度有限，受时间、地域等因素影响，

很多读者无法到达现场而感受不到宣传的

力度。媒体宣传上也多是以图文为主的静

态宣传。而直播这一形式则打破了时空的

限制，弥补了过去宣传的缺憾，让出版多

了一个更为立体生动的营销阵地。它能最

大程度上引爆和传播热点。它还能跨越地

域和时间的限制，吸引更多的人。受众在

观看直播时，仅仅只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

间共同进入直播间，便可以实现与出版方

的实时互动。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出版

方的营销宣传活动形式更加丰富，目标读

者更加精准。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的作者和出版社

都已经开始通过线上直播这一方式和读者

们沟通交流。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

书局等纷纷联合京东、当当、天猫、抖音

等平台，策划组织了多场直播活动。以作

品《蜡笔回来了》《石头剪刀布传奇》等

登上《纽约时报》童书类销售榜首的知名

童书作家德鲁·戴沃特也在社交媒体上宣

布，为所有教育者提供自己作品的朗读授

权，以便他们可以录制音频，并发送给因

为疾病而不得不隔离在家的孩子们。

这些直播满足了读者的参与需求，能

让其对出版社、对作者、对产品有更多了

解，从而带给他们更直接更亲近的使用体

验，甚至可以做到零距离互动。对于出版

社而言，这种直播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对

图书的宣传，更多的是对出版社整体的推

广。而对于社会层面而言，直播过程所传

递出的文化内容，能帮助出版社与读者、

读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更加

亲密的连接，从而创建一个具有亲民意味

的公共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

进全民阅读，有利于书香社会的建设。

（二）直播助力销售，能拉动流量，

变现内容（产品）

目前，各大购物类平台基本都已开通

直播。另外，还有一些娱乐类、游戏类、

专业领域类、体育类等的平台也都纷纷开

通了直播功能，如抖音、快手、小红书等

平台。为什么这些电商巨头纷纷加入直

播？原因很简单，直播能拉动流量，带给

用户一站式体验，最终实现内容（产品）

变现。如果说直播助力营销，能扩大出版

宣传覆盖范围与营销力度，是从社会效益

层面而言。那么从经济效益层面而言，直

播同样具有极大的优势，作家、编辑的“直

播带货”，可以说是直接对出版发行具有

反哺效果。

2017 年 423 世界图书日当天，逻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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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创始人罗振宇请来徐小平、罗永浩、马

东等 10 位大咖朋友，通过优酷自频道联

合天猫、淘宝进行了一场全球直播。这次

直播，不仅读书会的视频直播和回放皆为

付费模式，直播过程中还打通了逻辑思维

天猫旗舰店的商品购买，最终实现了可观

的经济收益。

2020 年 12 月 22 日 —23 日，“ 带 货

界第一主播”“直播女王”薇娅，也推荐

了 4 种图书，这 4 种图书都是出版方直接

与薇娅达成的合作，挂接的销售链接也都

是各出版机构的天猫旗舰店。加在一起不

过几分钟的介绍，竟卖出了 10 万多单。

从《出版商务周报》第二天公布的数据来

看，直播还带动了后续的销售。直播结束

后，虽然没有了直播优惠价，但依然有读

者下单。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不难看出，直播

已经成为出版销售的一件利器。疫情下的

直播，给出版社带来更多的是读者的关注

度、品牌的影响力，而这些会在后疫情时

期对出版社营销带来反哺效果。直播的粉

丝经济，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流量红利，

从而使出版内容（产品）实现变现。

三、后疫情时代，出版如何借力直播，转

化危机

疫情像一场极限挑战，倒逼很多行业

走出舒适区，探寻另一种生存的可能。在

后疫情时代，出版社如何借力直播 + 出版

的独到的优势，结束粗放生长、注重规范

经营、创新内容形式，加速开启 “新征程”，

我想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选择适合平台，确保直播技术

目前出版业的直播主要分为两种方

式，一种是出版社自己在直播 App 上注册

账号，或者开发小程序产品和客户端，将

日常的营销活动直播出去，然后靠自己的

力量去推广；另外一种则是出版社与直播

平台或者直播大咖合作，为直播设计一场

活动。但笔者认为，不管采用何种模式，

出版社都应该根据出版社自身定位，慎重

选择适合平台，并嫁接平台信任。

确定好了适合的直播平台，直播的技

术和硬件也不能忽视，要确保直播过程中

网络稳定。直播最大的功能是代替读者的

眼睛去看，并把代看的内容精准地传达给

受众。因此拍摄一定要专业，要能最大程

度地让读者对产品、内容有更为真切的直

观感受，不能直播过程中出现卡顿、画面

不清晰不流畅等问题，从而影响直播效果。

（二）把关直播内容，做好文化传播

出版社最大的优势是内容优势，然而

受出版介质、发行渠道、宣传营销等各方

面的限制，很多时候，出版社拥有的内容

优势并不能很好体现。怎样将内容更多、

更广地传递给受众，这是出版业所要探究

的课题之一。

出版类直播是以内容为导向的销售模

式，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产品消费，让用户

买单的最好利器无疑仍然是内容或者产品

本身。那么，保证产品质量，跟踪产品售

后，负责产品监管，则显得尤为重要。出

版社在策划直播活动或者直播节目时，要

着眼长远，不能一味追逐短期流量，否则

无益于出版社长期品牌效应的塑造。出版

社在利用直播时应侧重对内容的考量，通

过场景、角色、角色关系的建构来输出观

点——这些内容，不能是本末倒置的，而

是要更加注重图书本身的品质；这些观点，

不能是哗众取宠的，而是要切合出版的文

化传播性质。直播带货营销的本质，是通

过对内容的赋能来拉动消费。这个内容，

既包括图书内容，也包括直播内容，只有

用心经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才可能引爆

消费者的需求。 

（三）设计直播方式，规划专业运营

图书不同于其他商品，它不具备消耗

快、复购率高这些特性。相对而言，图书

的复购率较低，适合的受众类型、年龄段

等都有极为明显的特质，因此图书直播需

要更强的专业性，更需要积攒读者口碑，

它需要粘连更广泛的人群，和对图书背后

的出版机构的认同感。这就需要出版社前

期做好策划，对直播的话题作出精心设计。

同时，还要注意与观众的互动，营造好“我

在现场”的参与感，撬动粉丝读者的参与

热情。

出版社可以通过直播营销深挖用户的

个性需求，并以定制服务增强粉丝黏性，

如做好预热工作，在微博、店铺发布海报，

制造悬念，吸引粉丝前来围观直播；或者

做好互动工作，在直播过程中利用参与

抽奖、发放优惠券等有目的性的互动升

级形式，为实现变现埋下伏笔。也可以

创新产品营销推广方式，联合人气主播

直播带货，将这些网红和明星的流量质

变成出版社本身的流量基础，然后打造

行业内的主播编辑。

直播这个新型媒介可以成为出版社塑

造自身品牌形象、扩大营销的利器；而出

版介入直播，又能给直播内容注入文化内

涵。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笔者认为，

出版业有望在“直播”助力下，结束粗放

生长、注重规范经营、创新内容形式，加

速开启后疫情时代的“新征程”。因此，

我们要利用好直播这把利剑，促进出版迈

向产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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