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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是否能持续回暖及发展，仅仅靠帮扶是不够的，
从业者要不断寻找创新发展之道。在困境面前，唯改革者进，
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实体书店唯有不断改革创新，
为读者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创造更优质的文化消费体验，满足
甚至制造需求，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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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融合巨变的后电子书时代，技术、内容、商业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更
为复杂，这既拓宽了出版的创新空间，也推动了出版创新走出技术加商业的硅谷模
式。换言之，对图书文化的深刻理解、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成为出版创新的核心元素。
2018年，欧美数字出版创新体现了将新技术融入阅读场景与出版文化的重要特点，
这也是出版产业在数字媒体巨变时代的生存之道。

2018年是文化产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文化自信深入人心，产业发展持续繁荣；文
化和旅游部成立，文化和旅游融合成为最大亮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优
质文化产品日益丰富；现代文化产业市场体系逐步健全，文化消费成为国民消费新
热点；文化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制约文化发展的
诸多体制机制障碍逐渐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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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成为智能媒体大放光芒的一年。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媒介”
已经连接各行各业，带来不同程度的颠覆性变革。智媒技术的介入，恰好为传媒产
品的迭代提供了技术条件，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算法分发等为代表的
媒体技术，不仅主导了大众生产、生活、娱乐等媒介消费的场景建构，还重构了传
媒产业链的内部主体，加速了传媒业的跨界融合。

近年来，数字出版、在线教育和智慧课堂等新业态冲击并推动教育出版业的发
展。作为技术的新发展形态，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出版领域的应用对教育出版商和
用户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探讨在人工智能影响下教育出版业的供需双方，
即作为供方的教育出版商和作为需方的教育出版用户的改变。对教育出版商而言，
人工智能是助力出版物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工具；对教育出版用户而言，人工
智能对其参与的教育流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提升了其感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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