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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8                            证券简称：中信出版                      公告编号：2023-005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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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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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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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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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构建文化数字

化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有助于推动出版业的数字化升级和深度融合发展。10 月，党的二十大会

议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赋予出版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使命。 

根据开卷发布的《2022 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较 2021年同比下降了 11.77%。实体店渠

道零售图书市场同比下降了 37.22%，降幅超过 2020年下降水平，较 2019 年下降了 56.70%；平台电商同比下降了

16.06%；短视频电商实现增长，同比上升 42.86%。从大众出版各类别同比增长情况来看，大部分细分市场均出现负增长，

主要分类中只有文学和传记类呈现正向增长。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实体书店经营情况调研报告（2022）》显示，实体书店 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形势

比 2021 年更加严峻。在全国 994家受访对象中，上半年营收 50万元以下的占比超过 56%，其中无收入的占比 9.56%，复

工营业期间，人气恢复缓慢；且受到图书电商折扣的严重冲击。书店零售与私域流量运营和直播带货的复合经营是大势

所趋。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规模预期达 1,126.5 亿元，知识付费行业已发展出视频、音频、直播、

图文等丰富的产品形态，直播和短视频知识付费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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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传记、科普、生活等主要图书品类，发行业务覆盖全平台、全渠道，自营直销模式发展迅速。

知识服务业务以高品质内容的数字化生产和传播，运营中信书院 app，并面向广大音视频平台供给数字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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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734,642.64 元，同比减少 6.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087,994.09 元，同比减少 47.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434,788.92 元，同

比减少 44.1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6.16%。公司面对外部环境对实体店的冲击和影响，主动采取“瘦身健体”举

措，实体店营业收入下降并产生撤店损失，对利润的影响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其次，因市场下

行对可能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充分评估并计入当期。公司抓住渠道变革和数字化发展机会，积极投入布局内容电商渠道

和数字化建设。报告期间，公司的图书出版与发行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46%，毛利额同比下滑 1.49%。公司主业基础

稳固，出版图书质量及社会效益明显提升，市场份额持续扩大，版权资源优势明显，内容电商业务行业领先，市场龙头

地位进一步巩固。 

①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强主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提升。 

公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理念，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做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指导出版，在观察时势、谋划发展、防范化解风险上争取更多主动，紧扣出版的“人民性”，努力适应广大读者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阅读需要，不断努力推出关切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适应人民需求的时代精品。 

报告期内，公司入选部委级奖项和国家重点资助及推荐项目 40 项。其中，《党的政治建设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

候》入选中宣部 2022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多部作品

入选中宣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书单；“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丛书、《中国改革真命题》《中国生

物安全：战略与对策》等 6 个项目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学术著作《巨舰传奇：我们所亲

历的“瓦良格”事件》入选 2022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酌取月光》入选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出版工程；

《中国人的音乐》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公司全年对外输出版权 415 种，国家

级海外输出项目共计 34 项，不断增强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② 继续保持龙头地位，领跑大众出版市场。 

公司重塑大众出版人平台，按照“细分头部策略”深度挖掘出版细分领域。2022 年，公司出版业务跑赢行业大势，

稳居大众图书市场首位，实洋市场占有率 3.03%，同比去年提升 0.15 个百分点。细分领域中，经管、科普、传记持续排

名第一，生活休闲类排名第二，少儿类图书位居第四位。年内出品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回家》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我的第一本认知书系列”等畅销新书。 

③ 图书品种效率全面提升，直播电商优势显著。 

公司年初成立发行集团，实行产品、营销、发行的集约化管理，提高头部产品运营效率，图书品种效率处于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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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通过数据模型和预测算法的优化，加强精细化运营和量价管理体系效率，图书出版发行业务毛利率较去年提升 1 个

百分点。抓住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平台的增长机会，公司快速搭建自播电商账号矩阵，在业内公认的《出版人》书业自播

排名榜单中，公司旗下的 5 个账号进入出版社自播前 10 强。 

④ 知识服务业务助推数字化创新，持续深化出版融合发展。 

公司与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者共建“知识共同体”，不断拓展和创新知识产品和服务体系。报告期内，中信

书院累计注册用户数较去年增长 11%，付费用户数增长 32%。音视频化知识产品线不断丰富，财经类上线了原创泛投资知

识播客《知本论》，打造“巅峰对话”直播栏目，累计活动 122 场，全网总观看量超 8,000万。旗下大方公司播客跳岛

FM 订阅量超 18 万，获 2022 年首届中文播客奖；文化对谈类视频节目《深夜书房》，总播放量 2,451万，获全国优秀网

络视听作品奖；《赵冬梅说宋史》获 2022 年腾讯在线视频创作者生态大会“年度最具口碑知识专栏”奖。公司时刻保持

创新探索活力，组织了“元宇宙设计大赛”，融合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 

⑤ 文化消费业务加速转型，线上产品和服务销售比重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中信书店等文化消费业务以“减负、转型”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和电商折扣的长远影响，优化调整低效无

效店面，以策划、设计、品牌合作为核心提升空间运营能力，围绕“流量”逻辑改造存量门店。公司已形成基于书店覆

盖全书业、多品类商品的供应链能力。中信书店线上业务占比提升 6.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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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3,193,190,311.62 3,385,057,001.16 -5.67% 2,899,924,00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061,716,250.30 2,032,586,829.36 1.43% 1,907,048,392.38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1,800,734,642.64 1,922,104,554.33 -6.31% 1,891,756,11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6,087,994.09 241,598,489.16 -47.81% 282,089,34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8,434,788.92 211,977,575.19 -44.13% 255,336,38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6,393,502.51 284,871,196.14 -48.61% 322,601,16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6 1.27 -48.03% 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6 1.27 -48.03% 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16% 12.35% -6.19%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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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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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36,049.48 436,395,539.24 478,951,587.76 473,851,46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981,371.75 48,658,221.69 49,097,418.63 -12,649,0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323,082.37 55,234,147.08 46,922,053.98 -17,044,49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7,580,202.06 66,371,044.20 62,505,714.24 135,096,9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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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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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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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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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999,983.00    

阿拉丁传奇

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9% 1,890,136.00    

平安资管－

工商银行－

如意 2 号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0% 1,713,8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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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3% 823,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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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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6% 4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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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3% 443,848.00    

李惠美 
境内自然

人 
0.22% 422,4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18% 34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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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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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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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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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公司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重大战略部署，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定位，深刻把握党的

二十大对文化繁荣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明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新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的新角色，以文化自信自强着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公司将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全面启动国企改

革深化工作，实现目标导向、路径优化的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十四五”战略规划实施。公司将全面推进国企改革，

扩大开放获取资源，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构建新型业务体系，加强业界合作，加大为公众服务的力度，进一

步释放出版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 

公司未来将重点以投资、协同、品牌、人才作为发展战略的四个关键抓手。将投资 IP、新媒体传播渠道、专业学术

信息服务等领域，夯实未来的实力基础和竞争力；以协同理念形成合作伙伴新同盟、新业态，共同面对挑战、追求共同

的目标，同时打通业务协作壁垒、深化合作机制；以新的获取和持续应用知识的能力重塑品牌，以提供高质量内容、想

象力和创造力，创建从图书品牌向智能阅读时代品牌的转化和提升；发挥中信综合优势，汇聚优秀人才，吸引更多年轻

人，成为更多有追求的人的事业伙伴和成长平台。公司将启动“2023 年改革 4.0 方案”“AIGC 数智出版框架方案”“对

标世界一流行动体系”等计划，进一步落实公司发展战略、业务布局和业绩增长。 

（二）2023年经营计划 

1.全面提升公司出版主业优势，加快机制创新和业务优化，以业绩增长持续强化大众出版头部地位。 

坚持出版价值，深化出版机制改革和业务优化。成立出版人平台，继续开放公司资源优势，扶持更多的出版人，从

组织引领向项目引领、产品引领转变；从领域划分向创作驱动转变。加强学术性、专业性的垂直深度，以前瞻性的视野、

优质内容标准、问题逻辑和问题意识，提升内容创新能力，促进学科体系、叙事体系和传播体系的融合。在选题的方式、

逻辑和体系上做突破性的改变。把读者的变化和细分圈层纳入选题逻辑；搭建选题结构，对头部的、专业垂直的、孵化

耕耘的内容，建立不同的逻辑和配置。 

公司将继续深化主题出版在践行国家战略、服务大局中的引领作用，长远布局学术和智库出版，共建学术共同体，

打造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国际水准的知识生产能力。成立财经科技集团、文艺动漫集团，与少儿集团成为公司

出版业务融合发展的经营主体。公司将推出全品种的“金品工程”，围绕财经、社科、生活、文艺、少儿五大领域立项

百种精品，在经管、科普、传记、潮流文化等领域推出一系列精品力作。 

2.继续加大渠道和营销能力建设，以数据分析驱动精益运营，不断升级发行能力。 

营销实行以实销为风向标、以降本增效为目标的业务流程再造，围绕实时的实际销售结果，弹性安排生产。通过产

品分级、用户需求分级等精细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从“金品工程”切入，以高于行业水平的品效为追求，搭建内容二

创二加、客户合作和读者需求相结合的营销体系，与客户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抓住市场变化，抓住流量

和注意力，最终形成市场引领力。 

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按客户圈层和地域划分的、不同垂类的立体渠道格局，围绕客户把市场做大。在内容电商和

新媒体渠道持续发力，完善新媒体电商的营销模型，力争精准投放，通过品类拓展、行业嵌入，持续扩大内容电商自播

优势。 

3.聚焦用户价值和传播效能，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应用。 

知识服务业务继续加强“知识共同体”的覆盖和组局能力，打造新知和热点议题的发掘和引领力，以传播效能衡量

影响力。充分利用公司积累的政企服务和立体渠道优势，围绕用户拓展、商业转化和用户价值提升，完善商业模式。积

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和传播领域的应用，推动出版产业链数智化再造，并探索认证付费和订阅付费的盈利模式。 

4.文化消费业务“轻装上阵”，持续强化专业能力，加速发展“线上+线下”融合运营新模式。 

以“流量逻辑”“渠道逻辑”“供应链逻辑”加速文化消费业务转型发展。构建文化消费供应链的核心能力，持续

加大对内容选品、创意策划、咖啡餐饮供应链等专业能力的研发投入。实体门店加强标准化建设；创新线上“平行书

店”，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的互相导流、互相补充、互相转化，推出会员定制服务和会员权益运营，不断强化文化消

费供应链的输出能力。 

5.构建世界一流企业对标提升管理体系，全面深化公司改革。 

及时掌握国内外世界一流文化企业的优秀做法与案例，完善对标“工具箱”，建立健全核心指标管理体系；用好对

标“任务书”，挂图作战、对标对表；健全对标“路线图”，明确“立标、对标、达标、创标”的提升路径。在战略制

定和执行、精益运营、科技引领、人才建设、风险防控、企业治理、社会责任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可持续的对标提升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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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市值管理，主业和并购并举。 

基于重大战略合作或资本运作项目驱动市值提升，积极拓展和谋划资本运作，做到市值和业务同步发展、价值和利

润双赢。重点关注在知识和信息服务业、新媒体传播、IP 产业、AIGC应用等领域的布局，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和新业态、

新未来的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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