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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教辅书批发4.5元，学生买30元
从出版发行到进校，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使书价翻数倍
本报记者 徐洁

济宁人刘飞 (化名 )是一
名代理商，在西南某省负责代
理山东一家书业公司4个不同
版本的高中教辅书。刘飞说，
他代理的教辅书种类算是比
较少的，在同一所学校，与他
竞争的至少有 4个代理商，每
人手中都有多个版本的教辅
书，最多达十二三个，少的也
有三四个。

“老师们要从几十个版本
的教辅书中选择一种，代理商
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刘飞
说，只有代理商与老师关系好，
才有机会让老师过目，如果代

理商不认识老师，即使把样本
拿到老师面前，他们也不会看。

刘飞透露，代理商从书业
公司拿书一般为两折价，有的
甚至1 . 5折或1折就可拿到。以
一本定价为30元的高中教辅书
为例，如果按1 . 5折算，代理商
拿到的书价为4 . 5元，代理商再
卖给老师的价格为定价的6折，
即18元钱左右，最终到了学生
手里，就要按原价或9折购买。

从4 . 5元到30元，一本教辅
书几经倒手，书价涨了近6倍！
他透露，这一现象在我省个别
地区也存在。

据了解，目前我省教辅书
达几千种，“世纪金榜”、“金
星”、“志鸿”等不少教辅书都出
在山东。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山
东的民营教辅码洋总量占全国
大半，济宁梁山更是民营辅导
书的集中出版地区。

山东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安林介绍，按
照法律和国家有关部委的规
定，同步教辅的编写出版必须
得到教材原创出版社的授权许
可，否则视为侵权行为，然而教
辅市场长期以来处于无指导状
态。有些不正规的书商买来书
号就能出书，版权使用混乱，严
重侵犯了教材原创出版社的权
利。

据介绍，全国650家出版
社，仅80余家有教材出版资质，
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出版
的教材是我国的主流教材，占

全国市场60%以上的份额，因
此配人教版教材的教辅出版必
须得到人教社授权。在我省，人
教社仅授权山东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下属的出版社编写出
版配套教辅。

而且在山东省，只有山东
人民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山东科技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
版社有权出版教材，因此，出版
与教材同步的教辅书必须得到
他们的授权。

在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一
家专营中小学教辅书的书店，
店主告诉记者，从边远地区出
版社购买书号只需花几千元，
买到书号后，可根据不同版本
的教材编写教辅书，再由提供
书号的出版社出版。按照法律
规定，一个书号只能出一本书，
然而为了省钱，一个书号出一
套多本书的现象也有发生。

版权乱使用

花几千元就能买个书号

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材在农村和部分城市已实现
免费发放，由新华书店作为发
放主渠道，而教辅书市场却不
够规范，长期以来存在严重侵
犯版权、定价无指导、价格虚高
等乱象。

“正常情况下，出版一本教
辅书要找优秀作者，出版社与
作者共同商议体系、框架，发行
每年要开研讨会。其中除了稿
酬、印刷费，还有会务等各项成
本。”山东科技出版社副社长何
慧颖介绍，有的民营出版商从
边远省份的出版社购买书号，
剪剪抄抄就能凑出一本教辅
书。出书成本低，但定价却人为
地提高了。

“书名改了，封皮改了，

其实内容都是东抄抄西摘摘
凑来的。书商为压缩成本，通
常找兼职大学生选题、做题
和校对。”在民营书业公司做
过兼职的大学生李雪 (化名 )
介绍。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出台文件，将加强中小学教
辅材料价格监管，其有关负责
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定
价后的教辅材料将比虚高的教
辅材料价格降低40%～50%。对
此，何慧颖介绍，山东科技出版
社目前出版的教辅资料单印张
定价平均为 1 . 1元，价格并不
高。她认为，降价只能针对价格
虚高的教辅材料，正规出版社
定价没有那么大的虚高成分，
也就没有那么大的降价空间。

质量难保证

一些出版商抄抄摘摘凑成书

竞争有道道

代理商谁和老师关系好谁胜出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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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政策预测

我省将统一指定

教辅材料

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国
家将对中小学生使用的主要教
辅材料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我
省中小学教辅资料评议推荐制
度也正在酝酿。业内人士估计，
如果文件执行到位，我省目前市
场上95%的同步教辅书将退市。

按照国家发改委、教育部、
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纠风办四
部门文件，同步教辅材料编写出
版应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学生使用的同步教辅须经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评议推荐，并严格
执行国家有关定价政策。这意味
着，除非取得原创出版社的授
权，否则书商们将失去编写同步
教辅材料的机会。而国家要求压
低价格，教辅书的利润空间被压
缩，书商们也担心发行渠道的利
益链可能会断裂。

记者从山东省出版行业内
部了解到，目前，我省教育、新闻
出版等多个部门正在酝酿教辅
材料评议推荐制度和选用制度。
初步计划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统一提供配套练习册，普通高中
学校分教材版本不同由省级教
育部门分别评议推荐1-3套，各
市中小学教材选用委员会从中
选取一套供本地区学生自愿使
用。不产生中间费用，价格执行
国家定价。

山东省出版行业一业内
人士称，如果这一政策执行到
位，95%的同步教辅材料将因
丧失利润空间或发行渠道而
从市场上消失。

本报记者 徐洁

早在2009年，国家教育部
等多个部委联合发文，严禁将
教 辅 材 料 纳 入《 教 学 用 书 目
录》、印发教辅材料《推荐目
录》、搭售教辅材料以及强迫
学生购买教辅材料。我省也早
有明文规定，不得强求学生购
买教辅资料，且减轻学生课业
负 担 的 措 施 也 实 施 多 年 ，然
而，五花八门的教辅书还是占
据了不少中小学生的书包。

济南某初中学校一位初三
学生向记者展示他各科共十余
本教辅书，他告诉记者，虽然这
些书都不是学校强行要求购
买的，也不是统一代购的，但
各科老师会不时列出书单，有
时候会从其中布置作业。全班
同学基本都会到书店购买。

目前，我省城乡义务教育阶
段教材已实现免费，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每科练习册也由政
府出资购买，统一发放。然而，各
教辅书通过老师推荐、统一代购
等多种渠道，重新掏空了家长的
腰包，回到中小学课堂和孩子们
的书包里。

记者调查了多位中小学
生了解到，每位学生每年花在
购买教辅资料上的费用约200
元-300元，以全省1100万中小
学生计算，全年教辅资料市场
能够产生 20亿到 30亿的交易
数额。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有些
学校，老师写好条子，学生拿
条子到指定书店购买，老师从
中拿回扣。

本报记者 徐洁

格学校现状

学生买啥书

老师说了算

近年来，由订购教辅材料
滋生的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2010年，安徽强迫学生订购教
辅书事件被媒体曝光；去年，
河南省教辅谋私腐败大案查
出。业内人士认为，彻底治理
教辅市场乱象要切断教辅材
料背后的腐败链条，关键在执
行和监管。

山东省出版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专家委员会审定教辅
材料的办法如能实行，评议出

的三套、四套的教辅书价格、
质量都是相当的，可以遏制高
定价低质量和末端环节的腐
败，但关键在于执行过程能否
透明公正。也有声音质疑，教
育部门统一评议1—3套教辅
材料供各市选择，如何保证教
辅材料的多样性需求。如果其
中的评议、发行环节不能得到
有效监督，公权力将会有更大
的寻租空间。

本报记者 徐洁

格行业声音

执行时要透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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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购购买买

定定价价99折折或或全全价价

个个别别老老师师吃吃回回扣扣

定定价价66折折

代代理理商商拿拿书书

定定价价11折折--22折折

日前国家发改委表示，将

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

管，定价后的教辅材料价格将

降低40%～50%。记者调查发

现，一本出货价格为4.5元的教

辅书，最后卖给学生时，售价

为30元。如此暴利从何而来？

业内人士透露，长期以

来，教辅材料市场出版资质不

清，高定价低折扣成了业内不

成文的规则，从出版、审定、发

行到进校，一条环环相扣的完

整利益链形成，最终吃亏的只

能是学生。

5月2日，在省城新华书
店，辅导类图书占据不少经营
份额。 本报记者 徐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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