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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记者 赵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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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家长普遍反映市面上儿童
读物价格太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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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页总厚度只有约矿泉水瓶盖
高度的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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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是因商家说促进触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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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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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因书中嵌入的毛绒配件
难以消毒清洁往往拒绝接收，二手书商嫌
弃立体折页在运输中易损毁而不愿回收，
最终这类“奢华”绘本多会被当作垃圾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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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2025年6月23日《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