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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related to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lists the core cont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AI to 
publishing houses in terms of content side, client side and knowledge service mode, as well as the risks brought by the use of AIGC,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article,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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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信息化快速更迭的时代，出版业的发展备受关注，出版业在不断发展变革中，与人工智能与之联系愈发紧密。论文
总结了中国目前与出版业相关的人工智能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并列举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分
析了人工智能在内容端、用户端、知识服务方式等方面带给出版社的机遇，以及使用AIGC带来的风险，人工智能时代出版
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列举了行业的相关案例，对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应对策略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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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1950—
1980 年期间），代表性的事件有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的召开，

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1957 年，心理学家罗森布拉特发明感

知机的模型。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也即探索时期（1980
年—2000 年），代表性的事件有 1982 年 Hopfield 神经网络

模型提出，1986 年 Hinton 等提出反向传播算法。人工智能

发展的第三次浪潮（2000 年—2018 年）即高速发展期，代

表性的事件有 2006 年 Hinton 提出深度学习算法模型，2021
年深度学习算法在语音、图像识别上取得重大突破，2016 年

AlphaGO 战胜人类顶级围棋选手李世石。第四个时期是以

ChatGPT、Sora、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文心一言等

大模型为代表的应用爆发期，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走出

实验室，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这些大模型的应

用，不仅彻底改变了信息获取、处理和传播的方式，也对出

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版业开始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进行

内容创作、编辑、推荐和分发。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制定者

和行业参与者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引导和规范人工智能

在出版领域的健康发展，确保其在促进知识传播、文化繁荣

的同时，也能够保障信息安全、版权保护以及公平竞争。

2 人工智能与出版行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2.1 人工智能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中国目前人工智能主要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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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智能主要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核心内容
网络运营者要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

网络安全保护义务；应采购符合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要求的

网络产品和服务；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

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要遵从更严格的安全保护要求；网络运营者为用户提

供信息发布、即时通信等服务，要求用户实名认证；网络运

营者对收集用户信息要经被收集者同意，建立健全的保护制

度；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利用网络进行诈骗、传授犯罪方法

等任何的违法犯罪活动。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核心内容
建立数据分级保护制度；任何个人和组织采集和使用

数据要依法依规，并应当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

施，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政务数据安全开放。

2.4 《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核心内容
除特殊情况（法定职责、公共卫生事件、舆论监督等）

外，处理个人信息须取得个人同意，并要及时删除；生物识

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

等敏感个人信息需要严格保护；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

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

行处理，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下列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

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2.5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的意见》( 数据二十条）相关核心内容

第三条：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建立公共数据、

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根据数据来

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

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

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推进非公

共数据按市场化方式“共同使用、共享收益”的新模式，为

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第

七条：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保护制度。充分

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

由的数据流通使用模式，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

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在保护公共利益、数据安全、

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承认和保护依照法律规定或

合同约定获取的数据加工使用权，尊重数据采集、加工等数

据处理者的劳动和其他要素贡献，充分保障数据处理者使用

数据和获得收益的权利。保护经加工、分析等形成数据或数

据衍生产品的经营权，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的核心思想是：淡化所有权、强

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突出按价值贡献分配收益。

2.6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相关核心内容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分为 5 个级别。第一级（自主保护

级）：适用于小型私营、个体企业、中小学，乡镇所属信息

系统、县级单位中一般的信息系统。第二级（指导保护级）：

适用于县级其他单位中的重要信息系统；地市级以上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内部一般的信息系统。第三级（安全标识保

护级）：适用于市级以上党政机关，公司，机关事业单位内

部主要的信息管理系统；中间中央部委，省（区，市）门户

网和主要网址；跨地区连接的应用系统等。第四级（强制保

护级）：适用于国家重要领域、重要部门中的特别重要系统

以及核心系统。第五级（核心保护级）：适用于国家安全领域、

国家军工领域、重要科研领域等极其重要的信息系统。

2.7 《“数据要素 ×”三年三年行动计划（2024—
2026 年）》相关核心内容

“数据要素 × 科技创新”中提到要“以科学数据支持

大模型开发，深入挖掘各类科学数据和科技文献，通过细粒

度知识抽取和多来源知识融合，构建科学知识资源底座，建

设高质量语料库和基础科学数据集，支持开展人工智能大模

型开发和训练”。

2.8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相关核
心内容

深度合成指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生成合成类算

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网络信息的技术。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布、

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

事违法行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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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虚假新闻信息。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深度合成服务，

可能导致公众混淆或者误认的，应当在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

内容的合理位置、区域进行显著标识。

2.9 《生成式 AI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相关核心内容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

供生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的服务（以下称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适用本办法。国家对利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从事新闻出版、影视制作、文艺创作等活动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知识产权，

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以下称提

供者）应当依法开展训练数据处理活动，使用具有合法来源

的数据和基础模型，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的其他有关规定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提供者

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图片、视

频等生成内容进行标识。模型要进行安全评估和算法备案。

3 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的机遇、风险与挑战

3.1 人工智能促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对出版社来说，首先，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端可实现

图书策划、内容编写、文稿润色、排版、审校、封面插图设

计的智能化，提升出版效率。其次，可以检测抄袭和版权侵

犯行为，为出版社提供版权保护支持。最后，还可快速精准

完成出版物多语种之间的自动翻译，利于“走出去”和“引

进来”。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还可以自动生成策划方案、

营销物料，并推荐给目标受众。

在用户端，人工智能提供图书内容自动归纳总结、自

动解读、自动转语音、自动拓展关联功能，可以极大增加读

者粘性。

对于教育出版社，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数字课程、数字

教材和教学管理等平台，可以帮助老师实现智能备课、个性

化教学、心理辅导、教学评估、智能辅导问答、智能测评、

试题生成、学习路径规划等功能。对于科技出版社，将传统

纸质科技文献类图书基于查阅的知识服务模式和数据库产

品基于检索的知识服务模式转化成生成式 AI 基于 Agent 智

能体问答生成的知识服务模式，实现知识嵌入工作，知识服

务自动化、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创新出版社知识服务模式。

3.2 使用 AIGC 给出版业带来的风险
出版业使用 AIGC 的风险主要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

道德伦理和法律的风险、知识性内容正确性、准确性、完整

性的风险、侵权和学术不端的风险、生成的内容是否受著作

权保护的风险。

行业相关案例：2023 年 2 月 28 日，Wiley 出版集团在

更新稿约中明确规定，使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辅助研究和

写作需在提交稿件时透明声明。强调作者需对 AI 辅助内容

的准确性和原创性负全责，禁止将 AI 视为共作者。

2023 年 9 月 7 日，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等十部委联

合发布《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要求从事生命科学、

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

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其他有科技理论

审查需求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

3.3 对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挑战
面对大模型开发商未经授权使用出版单位的图书、期

刊等出版物训练大模型，出版机构维权面临举证难、成本

高、周期长、法律依据不足等困境。此外基于大模型技术

的 AIGC 工具的广泛使用，将引起人们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

方式的重大改变，长远看或许会对传统出版业产生颠覆性影

响。例如，AIGC 强大的代码生成能力，提高了编码效率，

降低了从业人数，减少了工程师对计算机类图书的依赖，造

成了计算机类图书销量的普降。在此次大模型技术引领的人

工智能发展的新一轮浪潮中，传统出版机构缺乏算力、算法

模型，只有出版数据资源和读者用户资源，即使是实力较强

的大型出版集团和出版社也难以按照以前应对科技变革浪

潮的做法，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通过自主研发独立完

成自主可控的大模型工具产品的开发，必须向外寻求合作。

4 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应对策略

面对问题，出版社不能消极回避，要正确面对，积极

应对，对相关政策和技术发展趋势进行长期深入跟踪研究，

提早布局，谨慎推进。面对行业外压力和挑战，出版行业抱

团取暖，形成共识，制定标准，统一行动，共同进退。对已

成熟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产品和工具要积极应用，实现降

本、提质、增效。积极开展相关人工智能相关的培训工作，

提升各级员工数智化知识技能素养水平。选取行业契合度较

高的、实力较强的大模型技术公司在行业垂直领域大模型工

具和产品的开发、行业高质量数据共享、项目申报、标准规

范研制等领域通过课题合作、战略合作等方式积极开展合

作，并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探索挖掘大模型新的应用场

景、产品形式、知识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收益共享。谨慎

探索出版机构核心内容数据资源数据入表和以数据要素形

式直接进入数据市场交易的实现途径。

行业相关案例：2024 年 1 月 16 日，全球领先的科技

出版与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正式发布 Scopus 
AI。这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经过科研人员共同测试和开

发而成，结合了行业领先的科研文献引文与索引数据库与负

责任的人工智能，将帮助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快速、准确地

获得文献摘要和研究见解，从而推动学术合作并促进产生广

泛的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陈诺,刘筱敏.全球学术出版市场的开放获取格局探究[J].出版发

行研究,2024(8).

[2] 张艳霜.学术出版中的语言公正问题及对中国的启示[J].出版科

学,2024(5).

[3] 苏晓萱,何振海.打造大众学术出版的优质品牌——以牛津大学

出版社“牛津通识读本”为例[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