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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8                            证券简称：中信出版                      公告编号：2024-005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0,151,51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出版 股票代码 3007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东 孙微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7 号嘉铭中心 A 座 5 层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7 号嘉铭中心 A 座 5 层 

传真 010-84156171 010-84156171 

电话 010-84156171 010-84156171 

电子信箱 IR@citicpub.com IR@citicpub.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根据开卷发布的《2023 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2023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同比增长率由 2022 年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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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转为正向增长，同比上升了 4.72%；但由于零售折扣的下降，实洋规模同比下降了 7.04%。实体店、平台电商、垂直

和其他电商渠道仍呈现负增长，同比分别下降了 18.24%、3.68%和 10.08%；短视频电商依然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比增

长 70.1%，成为带动整体零售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细分市场中，文学、传记、学术文化、心理自助、生活等品类呈现

正向增长。 

艾媒咨询预计 2023 年中国知识付费用户规模将突破 5.7 亿人，市场规模约为 1,802.7 亿元。知识付费行业呈现几个

趋势，短视频、直播形式的内容消费增长相对较快，知识内容供给自媒体化、分散化，单一知识付费向多场景知识服务

延展。 

《出版人》杂志于 2023 年 11 月发布了覆盖全国 1365 家实体书店的“2023 年上半年实体书店经营情况调研”结果。

在反馈调查问卷的门店中，营业额实现增长或持平的门店占比超 54%，实现经营性盈利的门店占比近 28%，非书业务和线

上销售的营业收入占比出现较大提升。 

2023 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进入大众视野，带来内容行业的一场技术变革。国家网信办联合七部门发

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范 AIGC 健康发展，内容审查、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等仍是重点关注

问题。业内普遍预期 AIGC 技术将对出版业产生深远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图书出版与发行业务、知识服务业务和文化消费业务。公司出版领域涵盖主题出版、经济与管

理、少儿、文学、传记、科普、生活、艺术等主要图书品类，图书销售覆盖全模式、全渠道，内容电商自播发展迅速。

知识服务业务面向音视频平台供给数字内容，运营中信书院 app，提供电子书/有声书/图书解读类产品、课程、播客、

视频节目、论坛、研学等泛知识服务。文化消费业务以中信书店为核心品牌，布局国内重要城市机场、商务区和城市休

闲中心，以覆盖全书业的图书、文创商品、餐饮供应链为基础，围绕用户流量运营，开展线上和线下融合销售。 

（3）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695.71 万元，同比下降 4.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35.72 万

元，同比下降 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88.48 万元，同比下降 47.75%；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59%。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受消费市场疲软，以及图书渠道结构性变化导致折扣进一步降低的影响。

公司图书出版主业优势稳固，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知识服务业务盈利模式基本成熟，文化消费业务回暖。 

1.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做贡献。 

公司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加强文化精品创作生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报告期内，公司

出版图书入选国家和部委级奖项及重点项目 44 项。其中，《中国大猫》入选 2022 年度“中国好书”，《敦煌奇幻旅行

记》系列等多部著作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公司全年面向海外 30 余个

国家和地区输出版权 404 项，目前已与 27 个“一带一路”国家展开出版合作。中信书店旗下多家门店获评“2023 年北

京市示范书店”，并荣登“2023 年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年度文化消费发展力金榜”。公司与合作伙伴联合主办“2023

年 ESG 全球领导者大会”，7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4 位顶级专家学者代表、48 位企业家代表、56 位国际性机构组织代表

参会交流，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2.持续领跑大众出版市场，多品线市场占有率排名攀升。 

根据开卷报告数据，2023 年公司在整体图书市场中的实洋市场占有率为 3.25%，较去年同期提升 0.22 个百分点，

龙头地位稳固。细分领域中，经管、心理自助、传记类图书排名市场第一，少儿、自然科学类图书跃升至市场第二位，

文学、艺术类排名大幅提升。年内出品的《埃隆·马斯克传》《相信》《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一只很没耐心很没耐

心的毛毛虫》《5000 天后的世界:AI扩展人类无限的可能性》《流浪地球 2电影制作手记》等新书广受好评。  

3.选题、策划、营销一体化推进，数据和技术驱动出版规模和效率双提升。 

公司深挖细分垂类读者需求，专注内容价值传播，对选题、内容策划、营销方案、渠道策略进行整体规划、一体化

推进。年内推出覆盖经济管理、学术文化、少儿、文艺动漫、生活的全品线百种精品力作进行深度运营，“金品工程”

初见成效。图书产品进行标签化管理，借助数智出版系统提升营销转化和印量管理自动化水平。2023 年公司覆盖的 10

个主要细分领域的 TOP500 畅销书上榜次数总计 309 种次，同比增加 5.5%；图书动销品种数同比增长 6.3%；在保持全国

最大的大众图书品种规模的基础上，实洋品种效率进一步提升 0.12，达到 5.18；新媒体自播优势显著。 

4.知识服务业务坚持内容创新、模式突破，出版融合发展再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力推多部精品有声书，包括瞿弦和播讲的《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敬一丹、

郎永淳播讲的《相信》，王明军播讲的《埃隆·马斯克传》等，多部作品荣登各大有声图书排行榜第一名；原创投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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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栏目《麦子店观察》总观看量超过 800 万人次；原创财经知识播客《知本论》全平台总播放量近 100 万，荣登喜马拉

雅中文商业评论年度播客排行榜。“观念 insight”栏目打造多场大型直播对谈，包括科特勒×杨飞×之恒、拉姆·查

兰×关明生、里夫金×管清友等，凯文·凯利×尹烨的对谈传播超过 2,000 万人次。探索企业知识服务新模式，推出

“企学堂”标杆企业探访产品；启动线上学习平台建设，已上线超 2,000 门培训课程。在百度世界大会上与百度联合发

布“中信书院 AI 阅读助手”插件，迈出 AIGC应用第一步。 

5.文化消费业务明确效益导向，专注专业能力打造和电商融合。 

中信书店定位城市文化空间运营商，坚持打造内容策划、选品、供应链等核心专业能力，全国合作出版社 300 余家，

图书 SKU 超 40 万种，臻选新锐消费和文创品牌 500 余个，SKU 超 20,000 种。实体门店持续优化调整，机场店恢复明显，

商务店标准化模型进一步完善，城市休闲店专注打造标志性体验空间，引入快闪展览、地方风物、品牌合作等新探索，

整体坪效同比提升 68%。线上文化消费依托选品、供应链和内容策划能力打开新局面，中信书店信选商城稳步发展，拓

展新媒体内容电商矩阵，发起时尚潮流趋势话题，以内容输出、立体营销、商品触达构建文化消费新场景。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3,337,476,742.68 3,193,190,311.62 4.52% 3,385,057,00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105,855,000.84 2,061,716,250.30 2.14% 2,032,586,829.36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1,716,957,085.59 1,800,734,642.64 -4.65% 1,922,104,55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6,357,228.74 126,087,994.09 -7.72% 241,598,48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1,884,817.81 118,434,788.92 -47.75% 211,977,57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0,024,067.06 146,393,502.51 36.63% 284,871,196.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66 -7.58% 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66 -7.58% 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59% 6.16% -0.57% 12.3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6,742,009.99 445,910,531.16 413,000,765.69 431,303,77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033,175.35 48,812,296.90 35,436,586.85 -9,924,8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39,570,764.72 49,897,411.29 29,279,009.98 -56,862,3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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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59,455.15 53,831,460.12 31,169,585.70 121,982,476.3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37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3,25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70% 119,225,000.00    

中信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80% 20,536,364.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1% 961,481.00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兴

业兴睿两

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7% 900,000.00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招

商体育文

化休闲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7% 889,700.00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泓

德瑞兴三

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7% 88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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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泓

德丰润三

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6% 675,917.0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泓德研

究优选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1% 585,070.00    

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6% 499,874.00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4% 45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新增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体

育文化休闲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泓德瑞

兴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新增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泓德丰

润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新增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泓

德研究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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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新增     

阿拉丁传奇科技

有限公司 
退出     

平安资管－工商

银行－如意 2 号

资产管理产品 

退出     

创金合信基金－

中国银行－创金

合信鼎泰 32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退出     

上海泰唯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泰唯信价值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退出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定期支

付双息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李惠美 退出     

UBS AG 退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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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践行“文化强国”战略为最高使命，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把握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定位于服务大文化产业，做文化产业数字经济的创新者和先行者。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铸造“优

质内容创作”和“智能化的知识数据”两大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升中国文

化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公司以创建影响力世界一流企业为远景目标，聚焦发挥国有头部大众出版机构的引领力，稳步推进“十四五”战略

规划重点工程——“文化强国主题出版精品工程”“数智内容平台工程”和“文化消费生态圈工程”。坚定创新引领高

质量发展，扎实研究、深化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对内容产业的赋能，以科技驱动产品力、营销力升级，激发人力、知识、

数据、IP、技术、组织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效用，努力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打造新质生产力。以市值管理视角优化资

源配置，充分发挥品牌和协同效能，将战略规划、产品/模式创新、战略合作、品牌发布一体化推进。 

（二）2024年经营计划 

1.图书出版业务对标国际一流出版集团，不断强化市场优势地位。 

公司以打造领先的头部出版集团和创新型数字化文化机构为目标，继续推进“细分头部策略”，提高公司在各品类

大众图书赛道的市场占有率和引领力。公司将加大投入构筑版权壁垒，加强选题顶层设计规划，2024 年将围绕“重新发

现中国”，以图书、数字化媒体、展览、文创等融合出版形式推进相关项目，在财经、社科学术通俗读物、国际传播、

前沿科技、生命科学、国漫、青年文学、国风国潮美学、“健康中国”等领域落实十大重点出版工程，加强策划力度和

资源倾斜，专注打造一流内容。继续深化出版人平台机制改革，推进内部“举手制”培养新一代出版人，外部“招手制”

加大引进优秀出版人和策划团队，激发出版人活力。以品效、人效为核心优化出版流程管理，推广、深化 AIGC 技术在出

版流程的应用，进一步提质增效。 

加速构建青少年阅读服务体系，以研发为驱动，聚焦儿童成长特质，为家庭提供有效、系统的阅读整体解决方案。

以 IP 逻辑驱动，深化动漫文创战略，打造公司新的业务增长驱动力量。 

2.重点发力垂类渠道运营和内容营销能力，以数据和科技驱动高效能营销发行体系。 

渠道发行以客户为中心，赋能、服务客户，结合细分市场需求，全力提升细分垂类渠道运营能力。客户分类和产品

标签进一步精细化，并据此匹配差异化渠道策略。全面转变营销运营思路，建立基于内容策划的短视频营销专业体系和

基于数据的数字化分发体系，在各平台铺设视频账号矩阵和垂类读书标签社群，打响中信高品质内容标签，打造、升级

为营销发行的核心能力。完善产品和营销数据模型，应用 AIGC 技术提升营销效率、优化精准投放。 

3.知识服务业务重心向 B 端转移，围绕产业升级进程中的企业需求构建产品和服务体系。 

知识服务业务围绕产业升级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重点面向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场景的知识

服务解决方案。重组、升级为三条业务线——政企知识服务整合优质内容和文创产品，打响“中信知识礼物”品牌；财

经专家智库论坛基于覆盖全球专家的“知识共同体”，打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知识服务影响力；信息知

识创新服务平台将知识产品做数据化、信息化升级，努力探索 AIGC 数智阅读新业态。 

4.文化消费业务夯实“平行”文化空间运营的底层专业能力，致力于成长为优秀的“城市文化空间”运营商。 

文化消费业务继续夯实内容策划、选品、供应链的专业能力，高效支撑中信书店线上+线下“平行”文化空间运营，

释放中信书店品牌效能，着力拓展对外输出专业能力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发展新媒体内容电商矩阵，发挥内容策划和消

费心智引领优势，打开“书店”新局面。抓住城市文化生态和垂类用户的真实消费需求，精选垂类专业领域伙伴发展合

作和联营，形成可赋能、可拓展、可持续的文化消费新生态。 

5.将市值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推进落实，用好资本工具支持构建第二增长曲线。 

公司始终致力于提升内在资产质量和文化影响力，为股东创造长期可持续价值，2024 年也将积极研究、沟通多种市

值管理直接工具，清晰表达对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密切关注有助于核心竞争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圈扩展

的优质资产，择机推进投资并购，加速构建第二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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