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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童书太贵了，快买不起了。”前两天，走
出书店的北京市民王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
抱怨道。
  王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为了让孩子从小
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她时常带着小孩到
书店读书、选购。“感觉一些童书包装得越来
越豪华，越来越精美，还花里胡哨地搭配了一
些装饰和周边产品，导致价格高涨，有的童书
一本书没几页，却动辄上百元。”她说，现在购
买童书已经成为其家庭的一项重要支出。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家书店儿童图书区
看到，确实有不少童书包装非常精美，相应的
价格不菲。在书店采访30位家长发现，大多数
家长都表达了市面上儿童读物价格太贵的观
点。“每次带孩子来书店，不花两三百元很难
走出来。一本书七八十元甚至100多元的很常
见。”一位家长如是说。

童书贵让家长困扰

  “买了5本书花了500多元，拎在手里那叫
一个沉。”6月15日，结完账带着3岁女儿从一
家书店走出来的北京市民朱女士对记者苦笑
道，这已经是她这个月第二次走进书店给孩
子买书了，“价格太贵，压力不小”。
  记者翻阅其买的书看到，是5本同系列儿
童绘本，每本都是8开大的硬壳装，单价从80
多元到100多元不等，拎起来确实沉甸甸的。
  “到书店买书，一方面是能保证质量，另
一方面是让孩子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并体验买
书的快乐，但高昂的账单让我不太快乐。”朱
女士说，一些绘本价格不菲，实际上却没几
页，孩子翻翻就看完了。
  在朱女士给记者展示的童书中，有的只
有薄薄的20页，每页只有3行字，配有一幅画，
定价89元，“这样的内容质量，真的值这个价
吗”？在朱女士看来，自己更多是在为硬壳封
面、铜版纸张和精美印刷买单。
  记者走进书店看到，8开甚至更大开本的
童书随处可见，很多童书为硬壳封面，有的为
金属和烫金工艺，摸起来手感也很好，拿起来
更是“厚重感”十足。翻开书本，有的铜版纸单
面全彩印刷，另一面只有两三行字。而一本8

开大、每张纸2厘米厚的图书，女性成人单手
支撑翻阅都有一定难度。
  在一家网红书店，记者来到“少儿重点新
书推荐”区域，随机抽出几本童书查看价格，
发现普通印刷、纸张薄厚适中的书籍定价多
在五六十元，但凡有立体图案、硬壳包装的价
格多在百元以上。
  例如，一位外国作家创作的大开本精装绘
本，内页总厚度只有约半个矿泉水瓶盖，封面
和封底都是硬纸壳材质，封面和封底加在一起
的厚度甚至超过了正文内容页，定价为128元。
  被童书贵困扰的家长还有很多。在社交
平台上，“小朋友的书为什么这么贵”“买原版
太贵，便宜的又怕有质量问题”“每月购书开
销超2000元”“买书成了四脚吞金兽的又一碎
钞活动”等内容的帖子比比皆是，不少家长大
呼“童书贵”“买不起”。

包装奢华花样繁多

  北京市民徐女士刚当了两年妈妈，但是
在购买童书这一项开支上，花费已经超过
7000元，“确实感觉现在市面上的童书普遍偏
贵，线上能打折便宜些，但又怕在线上途径购
买到盗版仿版以及内容不过关的图书影响孩
子身心健康”。
  对于儿童图书贵的原因，受访家长直指
不少童书包装过于奢华且花样繁多。
  来自江西宜春的陈女士每个月都要给两
岁的女儿购入两三本绘本。“现在的书设计可
新奇了，有洞洞书、翻翻书之类的有设计机关
的，说是书，其实更像是玩具。有时候是商家
说促进触感、对小孩的大脑发育有好处，有时
候是孩子看见觉得好玩缠着要买。但买回来
之后发现用处也不是很大，几百元一本的书
孩子翻几次就不再碰了。”
  记者注意到，陈女士提到的这种“玩具书”
在市面上并不少见，有立体书、布书、触摸书、机
关书等。这类童书与普通童书比起来往往“身
价”倍增，有的总共十几页，单本售价400多元。
  还有一些家长向记者反映，有的出版商
为提升绘本的“高级感”，刻意在装帧设计上
堆砌资源，比如用浮雕工艺打造绘本封面，在
纸页中嵌入进口丝绸、动植物标本，有的绘本
镶上了金边，做成了“精装绘本礼盒”，还有一
些绘本与玩具捆绑销售……

  记者在北京一家书店走访时，看到该书
店的显眼位置摆放着号称其独家出品的“珍
藏版套装”。当时，一名小女孩正央求妈妈为
其购买这套丛书。
  记者走近看到：单口外开的书匣式设计
刚好容下4本小开本的精装书，每本只有成人
手掌大，厚度不到2厘米。在书匣的抽屉里，还
附赠了一枚盲盒徽章。精巧的装帧很夺人眼
球，且没有提供开封版本供人试读，也不能分
开单本购买。
  这套丛书的价格为138元。
  母亲拗不过孩子，只能答应买下来。“138
元，其中100元是支付了童书的包装和盲盒徽
章。”女孩的母亲对记者无奈地说。
  记者注意到，在套装丛书里，高于138元价
位的比比皆是。比如山东青岛的李女士就从
网上买过一款叫作“儿童大礼书”的童书套
装，“价格近200元，内置的8种商品只有两种是
薄薄的儿童图书，其余6种为儿童益智玩具”。
  在北京开办早期教育机构的杜老师告诉
记者，这种“豪华童书”的存在也成了孩子们
互相攀比的对象：“有些孩子看书不再聊内
容，而是比‘奢华’。我曾听到孩子们在聊同故
事不同版本的绘本时，就有孩子说自己的绘
本是封皮烫金精装版，跟同伴说‘我的绘本比
你的漂亮’，还有孩子炫耀自己绘本里有‘故
事主人公玩偶，还有魔法杖，你们的没有’。”

脱离了童书的本意

  “童书成了高端商品，便偏离了童书的本
意。”一名受访家长如是说。
  在西安凡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编岳朗
看来，童书过度包装、定价虚高问题的确值得
关注。一些绘本仅有10余页，价格却高达上百
元甚至几百元；一些童书设计追求“高级感”，
如用浮雕工艺打造封面、在纸页中嵌入进口
丝绸或动植物标本、镶金边等“花样”。
  “这种现象会造成教育资源获取的不平
等。高价童书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难以接
触到优质教育资源。一些内容不错的绘本因
包装奢华导致价格过高，很难被图书馆纳入
采购名单，许多孩子因此失去接受优质教育
内容的机会。”岳朗说，这也会大大缩小普通
工薪阶层家长的购买范围。同时，奢华绘本几
乎无法进入二次流通渠道，图书馆因书中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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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本中的工艺加得是否必要，要看图书
本身的内涵与设计形式是否匹配。比如，一本
介绍小动物的感官书，为了表现小兔子的绒
毛触感，加上植绒工艺，就是适合的。如果纯
粹为了加工艺而加工艺，那就是过度与浪
费。”一名在北京从业20年的图书编辑告诉记
者，一些出版机构开始在低龄童书包装上“做
花样”，比如增加植绒、洞洞等工艺，用这种类
似“玩具”的设计吸引孩子，而这种设计必然

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高的定价。
  此外，对于儿童图书定价高，一名不愿具
名的业内人士直言，现在很多图书都要在线
上售卖，为了引流，一些平台方往往要求出版
方予以较低的折扣，“定价高是为了低折扣，
五六折是常态，甚至还有二三折，如果按成本
微利定价，出版社将无法覆盖印制、版税等基
础成本，倒逼出版社不得不预先抬高定价预
留线上折扣空间”。

　　“一些绘本‘礼品化’，也说明市场有一定
的需求，这值得我们深思。”上述图书编辑说，
一些出版机构确实存在采取高定价、低折扣
的方式销售童书的行为，类似的价格竞争造
成沉下心来精打细磨原创产品的时间精力、
金钱付出不足，而沉迷于“流量神话”，希望打
造“快消品”。“书卖得好与书做得好，两者已
经越来越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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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金工艺铜版纸全彩印刷 搭配盲盒与玩具捆绑销售

一本童书动辄百元，家长直呼“太贵了”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童书
价格出现了“两个极端”——— 一边是一些
“豪华童书”，薄薄一册、寥寥几页，动辄几
十上百元，让家长们直呼“买不起”；另一边
是低质低价的童书，不仅涉嫌盗版等问题，
还存在劣质油墨、刺鼻气味等可能伤害未
成年人身体健康的情况。
  如何少一些“买椟还珠”的噱头，让童
书定价回归合理区间？同时，如何防范盗版
仿版以及低质低价童书形成“劣币驱逐良
币”的恶性循环？记者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裴永刚，以及业内人士
西安凡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编岳朗。
  记者：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豪华童书”
的存在，让童书失去了本身阅读、滋养心灵
的功能，甚至出现奢侈化、礼品化倾向。您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裴永刚：小部分出版商在激烈竞争与
利润驱动下，把童书视为“高溢价”商品，通
过堆砌冗余的物料（如特种纸封面、各类配
件）、设计繁复的包装、捆绑销售玩具等手
段，刻意拔高价格，制造“奢侈”“稀缺”的幻
象。这种市场策略是对童书出版物阅读属
性的异化。
  同时，部分家长在“再苦不能苦孩子”的
心理暗示下，把对孩子的爱错误地量化为消
费金额，把对教育的重视扭曲为对物质符号
的追捧。一些包装奢华、价格不菲的童书礼
盒，成了彰显实力与品位的工具，也成了维
系人情往来的礼品工具，使童书的选择标准
不再是内容的启迪性、语言的优美度或插画
的感染力，而是体面的包装和昂贵的价格。
  当书的价值主要附着于物质外壳而非内在
思想时，传递给孩子的信息是扭曲的，让孩子误
认为书是用来“展示”或“炫耀”的，而非用来“阅
读”和“热爱”的。
  童书“礼品化”的后果，则让孩子误认为礼物
的“贵重”比其带来的“快乐”或“启迪”更重要。这
不仅阻碍孩子建立终生阅读习惯，而且潜移默化
中助长了物质至上的价值观，不利于儿童健康人
格的形成。
  记者：童书市场还有一个价格极端现象———

低质低价以及盗版仿版童书问题。盗版书
问题为何难以遏制？
  岳朗：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盗版技术
升级与规模扩张。盗版者利用P2P、AI翻译
等技术实现“48小时跨国侵权”，单本盗版书

24小时内便可覆盖百万用户；网络平台每
日新增盗版链接超10万条，27%的盗版电子
书植入反追踪代码，大幅增加维权难度；盗
版电子书售价不足正版十分之一，挤压正
版利润空间。
  低质仿冒图书侵占市场。盗版书跳过
编辑审核、校对流程，错漏率高，严重损害
内容质量与读者体验；正版书需投入创作、
三审三校等高成本，而盗版书仅靠低价倾
销，形成不公平竞争。
  侵权成本低助长违法行为。现有处罚
未能形成有效威慑；跨平台“秒级搬运”、短
视频碎片化传播等新型侵权手段，进一步
逃避监管。
  裴永刚：当前童书市场过度依赖销售渠
道变现，也缺乏有效的市场销售规则和严格
的监管。电商平台审核松懈、消费者价格敏
感且辨识困难、正版维权成本高而侵权成本
低，为盗版和低质仿冒童书提供了温床，挤
压正版优质图书的市场空间和利润。
  记者：童书价格的“两个极端”问题，有
何解决路径？
  裴永刚：从行业角度看，出版行业应强
化童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
则。出版行业要主动建立并严格执行具有
约束力的自律公约，明确反对过度包装、价
格虚高、虚假营销等行为，将“儿童友好”作
为童书的核心出版准则。行业协会需发挥
监督协调作用，曝光违规行为，推广模范实
践，引导出版机构将资源聚焦于内容创新，
共同维护健康的童书出版行业生态。
  从出版机构的角度看，一方面，出版机
构应摒弃“天价”逐利的短视思维，调整运营
策略，转向深耕内容价值和多元化服务，建
立长期可持续的价值创造。另一方面，出版

机构要完善内部规范，建立由资深编辑、教育专
家、儿童心理学家主导的科学评审机制，严把内容
质量关。推行透明合理的成本核算与定价体系，杜
绝利用家长焦虑谋利。整个童书出版行业应共同
努力守护儿童的精神家园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岳朗：首先，需要政策干预，重建行业规则。
其次需要强化平台责任。要求电商对低价倾销店
铺限流，并公开图书销售数据中的正盗版占比。
  同时要严厉打击盗版与技术侵权，建立盗版
线索跨平台溯源机制，简化取证流程（如区块链
存证），并通过立法加大对电子盗版的处罚力度，
将网盘、社交平台盗版黑产链纳入监管。
  只有通过“法律严惩—技术堵漏—公众参
与”的综合治理，方可遏制盗版侵蚀、保障原创生
态，推动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编
者
按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着民族的希望。儿童图书作为孩子们获取知识、塑造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从“豪华童书”让家长直呼“买不起”，到低价劣质童书混迹市场，再到存在价值导向问题的儿童“毒”物屡现，近年来，儿童图书市场乱象丛生。
  即日起，法治经纬版推出“儿童图书乱象调查”系列报道，聚焦儿童图书价格、内容质量、价值导向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探寻乱象背后的根源，为净化儿童图书市场建言献策，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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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里的“清仓”童书盗版横行质量很差

“看了一会儿书，孩子被熏得头疼”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宋昕怡
　　
  “看了一会儿书，孩子被熏得头疼。”
  近日，重庆的黄女士在某直播间以6.8
元的价格购入了孩子小学老师指定的课外
读物。“直播间说正版微瑕清仓，买的时候
还觉得挺划算的，拿到手后却发现纸张颜
色雾蒙蒙的，内容字体都存在错误，还有一
股刺鼻的味道，很可能是盗版的。”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低价
劣质、盗版童书充斥网络。一些直播间打着
“正版图书清仓甩卖”“原版瑕疵处理”的幌
子，让家长一不小心就“着了道”。这些书仿
照市面上的热门书籍，定价极低质量极差，
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字错误，而且劣质
印刷和油墨还可能对孩子身体健康产生
影响。

低价童书气味刺鼻

　　“书店真的干不下去了，带上你的2元
巨款给孩子挑几本书吧……”
　　顺着黄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
“×物优选”的账号，其正在进行直播甩卖。
主播手里拿着《鲁滨逊漂流记》《哈利波特》
等经典童书翻阅展示。该账号有20余万粉
丝，累计销量20多万件。
　　该直播间售卖的童书包括世界名著、
绘本故事、教辅书籍，价位普遍在个位数。
例如，名为“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的商品链
接价格显示为0.99元。记者点击发现，商品
选项包括《三字经》《窗边的小豆豆》等经
典童书，价格统统只要1元，而且还包邮。
一套10本的课外读物也只要不到30元，平
均每本不到3元，用主播的话说“比纸浆都
便宜”。
　　“我们销售的图书均为正版书籍，所有
的图书都是从出版社直接进货的，收到后
可以去出版社官方网站查询。”面对记者关
于售卖书籍是不是正版的询问，客服这样
回答。然而，当记者再次询问该客服是否可
以出示出版社授权证明时，对方却开始含
糊其词：“出版社这个是库房有的，这边暂
时没有权限查看，促销款都是这样的。”

  记者随后在该直播间下单了7元20本
和29.8元30本的儿童睡前故事大全。收到货
后，还没翻开，就能闻到一股刺鼻、酸臭的
气味。
  随手翻阅3本书后，记者被刺鼻的气味
刺激得开始频频打喷嚏。只是用手指在纸
面上扫过几次，记者的食指和拇指就已经
附上一层细细绵绵的油墨，能闻到轻微酸
臭感和油墨味。洗手时，水都变黑了。而书
上被扫过的地方文字变得有些模糊。
　　记者就此事咨询客服，客服回复称“新
书在印刷和封装过程中，油墨或纸张可能
会因密封运输暂时产生一些气味，这是正
常现象”。
　　然而，记者将书置于阳台通风处3天
后，书籍的味道仍然较为刺鼻。
  “收到货后发现字迹印刷不清晰，颜色
比较昏暗，倒是没有太大气味，本来想可能
是瑕疵书，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盗版书
对比，确认了是盗版书。”来自北京的刘爽
曾在某社群团购平台买到过盗版童书。“团
长”最开始拒不承认是盗版书，之后才承认
说是影印版，“我指责他卖盗版，他反咬我
贪便宜”。
　　多名受访家长表示，曾在直播间、二手
平台、电商平台的非官方旗舰店购买过的
低价图书都是盗版书，“网红绘本更是盗版
重灾区”。

质量粗糙有害健康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有大量
低价售卖童书的店铺，所售图书的价格普
遍只有官方旗舰店的几分之一。记者询问
了其中10家店铺所售书籍是否为正版，无
一家店铺承诺是正版，面对追问只以“高品
质”“胶装铜纸版，质量保证”等回应，甚至
有卖家直接表明是“影印版，和正版存在一
定差距”。
　　记者随机在某店铺以1元的价格下单
了一本儿童版《昆虫记》，拿到手后，第一印
象便是纸张粗糙，整本书又轻又薄，翻开之
后还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记者随手翻了几
页之后，书籍甚至出现了掉页散页的情况，
整本书“七零八落”，完全没法读下去。

　　在这家店铺的商品评价里，有不少买
家指出图书是盗版书，质量低劣、内容缺
失，与直播间宣传的完全不一样，“不是正
版书籍”“盗版的，和书店买回来的完全不
一样”。还有留言表明内容不完整，且存在
许多错误，“内容太少”“书里的故事感觉是
压缩再压缩的”“拼音都是不完整的，还有
错”“直播间说一本有200页，到货一本只有
100多页”。
　　“正版一本的价格可以买盗版一套”
“但凡正版的价格便宜点，谁还买盗
版”……记者采访发现，有不少家长明知是
盗版书，还是会因价格便宜“退而求其次”。
  天津的一名宝妈买过几次盗版童书。
“价格是正版的十分之一，一看就是假的。
但我想着反正孩子也就看一遍，还特意买
的是商家宣称的最高品质、原版品质。”但
几次之后，她就发现还是不能贪便宜，“拿
到手一看，和正版的差距不小，有的还好没
有什么刺鼻的味道，但是色彩印刷一言难
尽，有的更是没读一会儿孩子就抱怨熏得
眼睛疼”。
　　一名来自四川做儿童绘本测评的博主
告诉记者：“许多家长以为自己捡了便宜，
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内容一样的绘本，觉得
盗版和正版比起来不过是质量稍差一点。
在行业内这类盗版绘本也有个别称——— 毒
绘本，这个毒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真的会
对儿童的身体产生危害。”
  该博主介绍：“盗版书为了节约
成本，用的都是劣质油墨。有相关
检测显示，部分盗版书比同类正
版书的铅含量高出100倍，并普
遍检测出一类致癌物六价铬。
劣质纸张和装订粗糙带来的危
害也不容小觑。盗版童书的用
纸粗糙，只为压缩成本毫无
设计，孩子长期阅读盗版绘
本，眼睛更容易产生视觉疲
劳。盗版童书多用简单的
骑马钉装订，本该圆角处
理的图书四角依旧是尖
锐的，增加了划伤孩子
皮肤的风险。”

亟待整治盗版乱象

  有受访的业内人士坦言，盗版书向来
是图书出版领域难以根治的“牛皮癣”，正
是因为可操作空间大，利润高昂，盗版者便
不惜以身试法，浑水摸鱼。童书由于需求量
较大，已然成为盗版书的重灾区。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浙江省消保
委联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展盗版图书
专项调查，在多个电商平台共购买标有“浙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
478册，经出版社鉴别，盗版图书共171册，
盗版率达35.8%。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呼吁
各大平台加大对销售盗版行为的处罚力
度，建立更加严格的版权保护机制，加强盗
版投诉处理，从源头遏制盗版图书的流通。
  “盗版书完全不需要支付作者稿酬、编
辑加工、版面设计等前期成本，最大的成本
就是纸张，盗版书通常选用的纸张质量也
很劣质，所以成本可以压缩到很低。”重庆
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说，低质低价的仿
冒图书侵占了优质社版图书的市场，最根
本的解决手段是强化版权保护，严厉打击
盗版、仿冒行为。
  北京一名资深童书编辑呼吁：“对盗版
书的打击任重而道远，对消费者而言，唯有
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尽量在官方旗舰店
购买才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