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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版权 在目前国内众多媒体机构热衷于引进国外版权之时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却首次把这本中国本土杂志的版权

卖到了海外。记者从该杂志社获悉，自今年1月《中国国家地

理》日文版在日本发行之后，目前月销量达4.5万册，每月仅

固定版税收入就达到2万美元。此前，该杂志中文繁体版已在

台湾地区发行。 《中国国家地理》原名《地理知识》，由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及中国地理学会主办，至今

已有五十多年历史。由于它详尽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及自然

风貌，有很突出的特点，近年来颇为吸引境外一些出版机构

的注意。据社长李栓科介绍，目前合作的出版机构都是主动

找上门来，杂志社甚至可以“货比三家”。 杂志终审权谈判

最艰难 一个具有实力的合作者是中国本土杂志在境外发行成

功与否的基础。《中国国家地理》对合作者的选择有自己的

独特标准。在台湾地区，他们选择的是老资格的“牛顿出版

集团”，该集团拥有大大小小十数家出版公司，有成熟的销

售市场和自己的发行渠道，还有富有经验的编辑队伍。在前

来谈判的出版机构中，该集团的“出价”并不是最高，但最

终还是取得了杂志的三年版权。然而在日本，杂志的销售是

进入书店的销售系统，与在中国大不相同，于是《中国国家

地理》选择了亚洲地理出版公司这一跨行业的机构。据悉，

该公司在出版界并不十分出名，但其对地理资源的经营却十

分成功，目前三菱汽车采用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就是由该集



团提供的。他们除了经销地图画册之外，服务甚至涉及各个

书店的销售系统，使图书销售的物流、账款流及在线支付等

一系列流程透明化、电子化，而《中国国家地理》与之合作

后利用了这些优势得以迅速在日本书店铺开销售网络。 目前

，《中国国家地理》的法文版、英文版版权的谈判正在加紧

进行。李栓科认为，在这一系列版权买卖的过程中，对版税

收入的讨价还价并不是最艰难的过程，而对该杂志终审权的

谈判却往往要经历几个月之久甚至更长时间。由于一些西方

国家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中国文明史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

，掌握杂志的终审权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是否能以一本完

整的中文媒体形象落地的关键。最终，合作方都承诺《中国

国家地理》将保持编辑上的终审权，文章除了可以根据当地

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外，其他将遵循杂志的原貌。 版权出售

为中国杂志经营开创了独特模式 据该杂志市场营销总监孙占

涛透露，《中国国家地理》版税包含三部分：商标使用费、

版权费及服务费。版税收入采取浮动式的模式，杂志日文版

以2万册为起点，中文繁体版以3万册为起点，每月固定版税

为2万美元，超出部分提取5%的版税及广告分成。以后每增

长一万册，增加一个百分点，增长到12%就将点数下调。横

向比较，该杂志版税收入的固定部分处在较低水平，但浮动

部分有可能给双方带来可观收益。 《中国国家地理》版权的

出售为中国杂志经营开创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人认为，该杂志在内地以外的国家和地

区注册商标、注册版权并成功经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出版业逐步与国际对接的今天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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