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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从今年秋季学期

开始，中小学生使用的

主要教辅材料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价格降

低一半。不少书商认

为，图书利润不大，如

果再将半价利润更是

少得可怜，很有可能维

持不下去。业内人士担

心，降价可能影响纸张

质量。

26 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小
学教材与教辅书价格差距十分明
显 .《唐诗宋词》(选修 )教材，定价仅
为 5 . 05 元 ,教辅书页数不多也得 10

多 元 ，1 2 2 页 的《 金 榜 之 路 》定 价
35 . 80 元、一本九年级《语文同步提

优》定价 14 . 80 元。部分教辅材料价
格飙升到 80 多元。

据统计，目前教辅材料平均印张
单价在 1 . 5 元以上，是实行政府定价
管理的教科书价格的几倍。在高定价
教辅材料中，包含大量给中间环节折

扣、回扣费用，这些费用转嫁到书上
由学生承担。

一位家长在泰山文化城帮孩子
买了一系列的 AB 卷，8 本花了 100

多元。她告诉记者，现在教辅材料种
类多，定价很贵，越来越吃不消。

调查：一本教辅书至少 10 多块

记者走访泰山文化城、新华书店
了解到，书籍利润在 5% 到 10% 间，教
辅类书籍定价虽高，但大多按照高定
价低折扣的方式卖，利润并不高。比
如进价 5 . 5 折到 6 折的书，一般在 8

到 9 折左右卖。
一位书店老板告诉记者，泰安没

有出版社，书大都从北京、武汉等地
发货，运费需书店承担。她给记者看
每天的发货单记录，运费少则 4 元，
多则 500 多元。“教辅书进价一般是定

价的 5 . 5 折，还有的是 6 折。考虑到运
费、人工费等，至少卖到 8 折才不赔
本。”

泰山文化城辉煌书店老板说，图
书价格涨，纸张成本上涨，物价上涨，
书店顶着压力经营。“我们书店专营
教辅书，进价贵自然卖得就贵，如果
教辅书价格降一半，出版社赚不到
钱，我们更不赚钱。”

新华书店青年路门市店每年营
业额 200 万元左右，其中 60 万元是

教 辅 类 图 书 收 入 ，占 总 营 业 额 的
3 0% 左右。“市场需求量很高，新华
书店有 13 . 8 万种图书，其中教辅类
有 1 . 5 万种，如果价格降半，营业总
额至少下降 30 万，这是不小的一笔
数目。”

新华书店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教辅类书籍 7 折进全价卖出，除去店
面费、人工费用等，只能赚 5% 甚至不
到 3% 。如果不包括政府补贴教材出
售，几乎是赔本运营。

书商：8 折以上卖才不赔钱

据了解，有些教辅书是
通过民营书店到学生手中，
有些是民营出版公司策划
出版或由出版社出版，由民
营发行公司包销。

一位从事书籍经营十
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很
多不是出版社的人想出教
辅书，需要从出版社购买书
号才能正式出版，往往这些
书质量不高，还是会流向市
场。”

据了解，2011 年全国
出版物销售总额近 1500 亿
元，其中中小学教材教辅是
887 . 7 亿元，大概占到销售
总额的六成。全国 500 多家
出版社 8 成以上涉足教辅
书出版，其中大多是非教育
类出版社。由于出版机构非

专业，不少教辅书甚至存在
相互抄袭、错误百出的情
况，教辅市场乱象丛生。

该人士称，民营书店的
书有的直接从印刷厂流通
到书店的，原本可能出版社
要求印 10000 本，现在他有
可能私自多印刷 2000 本，
书的质量没问题，但这从发
行渠道来说是违法的。

“教辅书半价固然可以
减轻学生负担，自今年秋季
开始实行这一政策，还需要
进一步约束出版社行为，书
要降价纸张质量是不是会
下降？一些出版社的利润减
少，不排除投机取巧的可
能。鉴于当下现实，教辅半
价还是不能全面终结教辅
市场乱象。”

分析：

降价不能终结乱象
教辅书降半价

“卡住”书商“脖子”
本报记者 白雪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
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 2012 年秋季学期
起，进入各省择优评议公告的教辅材料，出版单位
要按照不高于国家规定的正文印张、封面基准价
格要求，制定零售价格；对各省择优评议公告以外
的教辅材料，仍由出版单位自主定价。限定各省择
优评议公告的教辅材料发行费用标准不得高于
35%，压缩中间环节折扣、回扣空间。

按照此次拟定的指导价水平，大部分教辅材
料价格比目前市场价降低近 40% — 50%，学生因
价格“过贵”问题造成的教辅材料经济负担会明显
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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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里教辅书种类占不小比例。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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