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出版的还要出手做医药？2006年，成立不久的安徽出版集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收购了看似与出版主业没

有关联、且经营状况不佳的安徽省医药（集团）公司，一时间，批评声不绝于耳。不过，事实胜于雄辩，短短几年，安徽省

医药（集团）公司销售收入从2006年不到3亿增至今年14亿，实现利润数千万。

南征北战、东西出击，安徽出版集团成立这五年，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资本运作“长袖善舞”，在安徽出版集团总裁

王亚非看来，要想产业做大、主业做强、企业做亮，必须掌握市场主动权，融入经济大循环，发挥资本优势，在大文化背

景下，加速文化产业拓展，实现出版产业和其他产业有效嫁接，促进行业繁荣、产业增长。 记者 樊立慧

安徽出版集团在做强出版主业的同

时，在国际贸易、医药物流、商业及文化物

产开发、旅游业等领域主动出击。

2006年，成立专事文化产业进出口业

务的华文国际经贸公司，公司出口的文化

产品占全国地方出版集团的三分之二份

额；参股交通银行、徽商银行、华安证券、皖

新传媒等大型企业，积极开展文化金融股

权投资业务，股权投资获得丰厚回报；重组

安徽省中国旅行社，将文化元素融入旅游

产业，打造集团文化旅游板块。

这样，安徽出版集团所属28家子公司，涉

及出版主业、文化创意传媒、原创动漫、文化商

业物产、文化主题旅游及酒店等九大行业。

数字最有说服力，2009年，安徽出版集

团保持了销售收入年均增幅30%以上、利润

年均增幅15%以上的发展速度。事实证明，

多元产业发展并没有影响出版主业，反而发

挥了主业助推器、新媒体孵化器、人才蓄水

池的作用，促进主业做强、做亮、做优。

王亚非介绍：“安徽出版集团原先各出版

社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不强。通过市场化

运作，集团的资金实力增强，可以增资出版社，

加大投入，壮大各社发展根基；可以设立出版

基金，提高出版主业造血功能，精耕细作，打造

精品工程；此外，一些新媒体、新业态和新技术

也可以交由产业来培育和孵化，等时机成熟再

交还给主业运营。”

产业发展 产业成就主业

记者了解到，安徽出版集团在产业发

展中，对集团和出版社的功能作了明晰定

位，即集团经营出版资产，重在资本运营和

产业品牌建设；出版社则经营出版业务，侧

重打造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重组、联合、

并购等工作由集团层面完成。

2008 年，注定是安徽出版集团历史

上的重要年份，重组科大创新上市，时代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

全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主业整体上市的出

版企业，实现文化产业与新兴科技及资

本市场对接。

完成这次裂变后，安徽出版集团资本

运作的观念有了一次更大的提升——“出

版企业都能上市，说明出版产业的资本运

作能力和影响力在增强，产业潜力在显现，

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空间增大了。”

有了这些认识，安徽出版集团的出

版主业稳步发展，多元产业大步跨越。

最近两年，更是放开拳脚，资本运作走在

全国同行前列，还迈出地方出版企业重

组“国字号”文化机构的新步伐，代表了

新闻出版业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整合

方向和潮流。

华丽转身主业整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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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蔡丽丽 记者 李皖婷）“如果

传统徽商没有消亡，那么中国也许不是今

天的样子。”听到这句话，您是不是觉得有

些耸人听闻？当徽学元老级人物叶显恩对

记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记者也着实吓了

一跳。昨天在安徽大学举行的“走向世界

的徽学·敦煌学·藏学”高端论坛，云集了多

位徽学、敦煌学和藏学的知名学者。而学

者们对于徽学和徽文化的阐释，也让与会

者增长了不少见识。

“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叶显恩

对徽商和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

他告诉记者，代表海洋文化的徽商在

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繁荣昌盛，“徽商曾

乘着可以供2000多人跑马的大船出海经

商”；加上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

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

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等等，最终

导致了徽文化的形成。

但是，由于思想上的保守，传统徽商在

走到传统社会所允许的最高处就止步了，

随后被广东的“十三行”商人所取代。

“徽商的经济是一种道义经济，商绅合

流，他们把先进的商品经济带到了徽州，却

最终被传统的农耕文化所击败，这在中国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必然的。”叶显恩说，

如果传统徽商没有消亡，那么中国也许不

是今天的样子。“不过安徽今天的商人，还

仍然保有传统徽商的一些特点，这也是受

徽文化所影响。”

“已发现的徽州文书超过40万份，散落

民间的至少还有5万份，这样算起来遗存下

来的徽州文书就超过50万份了，但这仅仅

是九牛一毛而已。”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的研究员刘伯山一直致力于徽州文书的研

究，他告诉记者，徽州文书是研究徽文化的

重要参考资料，“有不少就在古徽州居民的

家中，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刘伯山还向记者介绍了他出资设立的

“伯山书屋”中所保存的《黟县-都榆村邱氏

文书》，文书共有300多份，最早的一份写于

明代天启四年，最迟的一份则写于民国后

期，时间跨度长达600余年。

“徽州文书有很强的归户性，往往是一

个家庭、家族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

刘伯山介绍说，黟县一共12个都，每个都都

曾发现文书。

资本运作“长袖善舞”

安徽出版集团产业成就主业

已知的徽州文书超过50万份，也仅是九牛一毛

“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名片”

星报讯（黄军志 记者 沈娟娟） 昨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获悉，三

季度我省企业景气指数146.9，已连续7个

季度回升，不仅八大行业“高度景气”，还坐

上中部六省第一的“宝座”，比中部六省平

均数高15.3点。

六大行业景气指数均居“榜首”

据了解，企业景气指数是根据企业负责

人对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的判断和预

期而编制的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的生产

经营状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负责人

对本行业景气状况的判断、对企业生产经营

景气状况和生产经营问题的判断等内容。

从此前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公布

的调查报告看，2010年三季度我省八大行

业运行情况良好，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和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软件业的企业景气指数均在高度

景气区间，分别为 146.9、144.4、159.1、144、

157.2和 170.9。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软件业企业景气指数“高居榜首”。

“自2008年四季度以来，我省企业景气

指数已连续7个季度回升，尤其是在后四个

季度，均运行在高度景气区间。”国家统计

局安徽调查总队介绍。

也就是这样的“高度景气”，让我省企

业景气指数位居中部六省之首。八大行业

中有六大行业景气指数中部第一，而且我

省大、中、小型在中部均位居第一。

是否可持续还得看“细节”

企业景气指数中部第一，是否意味着

我省经济运行得不错？在采访中，不少专

家都表示，企业景气指数确实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企业和省份的经济运行形势，

“中部第一”也可以反映出我省的经济发

展势头。

但是，对于未来如何，专家们都持保守

态度。“不管是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还是加

息，在政策效应上都是紧缩性的。”安徽大

学金融系教授徐亚平分析，国家的宏观形

势有不少可变因素在里面，企业景气指数

只能作为一个风向。

而如何衡量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徐

亚平建议，更多要从“细节”着眼，如民营经

济的发展现状、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已经顺

利实现转变等。

我省企业景气指数中部第一
专家建议：不光看企业景气指数，还要看经济增长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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