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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按需印刷？ 

吕小红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1.按需印刷的概念 

按需印刷（printing on demand，POD)是 20世纪 90年代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出版方式和

出版理念，属于数字印刷的一种类型。按需印刷指按照用户的要求，直接将电子文件进行激

光高速打印，折页后装订成册，需要即印。 

作为一种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原色印刷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印刷工艺，按需印刷依托数据处

理、数字印刷和网络系统[1]，能在短时间内按要求的数量、品质印刷出理想的产品，内容还

可根据需要作选择性处理，从而满足用户小批量、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化的印刷需求[2]。 

科技期刊的读者对象本就有限，而且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在

线数据库查找自己需要的文献，因此纸质科技期刊的市场需求进一步缩小。科技期刊存在着

按需印刷的需要。在图书方面，像“四库全书”这种售价昂贵、需求量有限的图书也有必要

进行按需印刷。 

数字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个性化、小批量产品的需求,奠定了按需印刷发展的

基础，它作为传统印刷的补充，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得到迅速发展。 

2.按需印刷的原则 

1）确定需求量。按需印刷适合于小批量印刷。由于传统印刷的平均成本随着印量的增

加而降低，而按需印刷的平均成本不随印量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存在“印数临界点”，需求

量低于“印数临界点”时采用按需印刷更经济，反之则采用传统印刷更合适[3]。“印数临界

点”与印刷是黑白印刷还是彩色印刷、印刷开本等因素有关，并且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印

数临界点”会移向按需印刷的方向。 

2）保证质量。按需印刷在色彩和精度方面与传统印刷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另外按需

印刷的幅面有限，无法完成带勒口的宽幅印刷，印后加工工艺不如传统印刷工艺丰富[4]。因

此，对于要求制作精美、精度高、印后工艺复杂的印刷如封面等还是多以传统印刷为主。 

3）综合考虑成本。对印量无把握时，先按需印刷少量的样书或样刊，投放市场后根据

反馈决定印量，若需求很少则可继续按需印刷，若销售势头较好则可用传统印刷的方式进行

大量印制，从而使总成本降到最低[4]。实行按需印刷，并不是初印数越少越好。初印数少，

成本当然低；但如果需求量没确定好，重印数过大或重印次数过多，可能得不偿失。 

4）方便重印。按需印刷必须考虑后期重印的问题，因此图文信息应以数字形式永久保

存，以便在有需要随时选择印厂安排印刷。 

3.按需印刷相对于传统印刷的优势[4] 

1）降低生产成本。按需印刷的平均成本不像传统印刷的平均成本那样随着印量的增加

而降低，而是不随印量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当确有需要且需求量又较少时选择按需印刷成本

较低；并且随着数字印刷技术的不断完善，按需印刷的成本必将进一步降低，其经济性的优

势会更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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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缩短印刷周期。传统印刷工艺过程，包括制片、打样、拼版、晒版、上版以及印后

装订等多个环节，而按需印刷模式，从打印到装订成册一气呵成，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 

3）提供个性化产品。按需印刷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个性化印刷。如《Nature》在

给作者发去论文录用通知的时候，还会同时发出论文抽印本的订购单，根据作者需要印刷论

文的抽印本。 

4）随时安排印刷。按需印刷采用的是数字化存储和分批打印模式，因此若发现错误，

随时可以对存储的数字内容进行修改，重新印刷；图文信息以数字形式永久保存，无论何时

有需要随时都可以安排印刷，不受时间和印量的限制。 

5）节省时间和投递费用。由于按需印刷技术建立在数字信息远距离传输的基础之上，

而且其印刷成本与单次印刷的数量无关，因此可以将需要印刷的数字内容通过互联网发送给

用户所在地的按需印刷机构，实现异地印刷和同城投递，从而让用户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产

品，同时又节约了投递费用。 

6）“绿色印刷”。按需印刷过程本身具有步骤简单、环保卫生的特点，而且其可以根据

需求确定印数，避免浪费，还有可能实现“零库存”。 

    4.按需印刷的问题 

1）版权问题。数字文档在印刷过程中若外泄可能造成被篡改、盗版等，影响著作权人

的权益，因此，在印刷的各个环境中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侵权行为。 

2）成本问题。按需印刷的承印材料一般比传统印刷的价格昂贵；对油墨、墨粉要求高，

油墨、墨粉加工复杂，故价格较高[5]。 

3）工艺问题。按需印刷色彩匹配稳定性较差，墨层较薄，阶调不如传统印刷饱满；采

用透明油墨，覆盖能力较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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