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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加工工作的有效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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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５０００１，哈尔滨）

摘　要　针对编辑加工存在的问题，从管理的有效性角度出
发，分析目前编辑加工工作评价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讨论公正、

准确评价编辑加工工作的必要性。认为编辑加工工作应当实

行有效性管理，加强编辑部的制度化建设，创造积极向上的工

作氛围，对隐含在编辑加工工作中的隐性劳动给予充分肯定，

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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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是编辑部工作的重要一环，是每位编辑

必备的基本技能。编辑加工质量的优劣，一方面体现

了编辑的责任心、专业理论功底、文字驾驭能力，另一

方面直接影响到期刊的整体质量；因此，编辑加工工作

一直是编辑部比较重视的一个工作单元［１３］。目前，

编辑部基本上从编辑加工论文的数量和编辑加工论文

的规范性及差错率这２个方面来考核、评价每位编辑
的编辑加工工作［４］。这种评价方式看似合理，因而被

出版界广泛采用；但是，这种评价方法对编辑人员在编

辑加工中所做的深层次、创造性的工作没有给予充分

的考虑，对既提升了论文内在价值又增强了论文外在

表现形式的深层次编辑加工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５］。

本文从加强编辑加工工作管理的有效性角度出发，分

析公正、准确评价编辑加工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加强有

效性管理的初步设想和建议。

１　编辑加工工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以加工稿的数量作为评价依据　长期从事编辑
工作的编辑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编辑一篇论文所需

时间的多少并不总是与论文的长短有关。有时，在加

工一篇条理清晰、写作规范、篇幅较长的论文时，花费

的时间却相对较短，而一篇篇幅较短但全文整体结构

不太合理、文字表述不清晰、逻辑关系混乱的论文却需

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是同一篇论文，不同的

编辑，因认真程度的差异，对论文投入的脑力劳动也是

不同的：因此，仅以加工论文的数量作为评价依据是不

全面、不合理的。

１２　以编后稿的规范性及差错率作为评价编辑质量
指标 　编后稿件的规范性及差错率一直是评价编辑
加工质量的重要指标，但如果仅仅据此，则未免偏颇。

工作经验表明，如果只对论文进行标准性、规范性加

工，即浅度加工［６］，一般的年轻编辑，只要肯认真学习

相关标准及规范，通过２年左右的实践锻炼和积累，即
可做好此项工作；但是，从编辑加工内涵角度出发，要

达到总体上把握全篇文章的主题明确，结构合理，表达

科学、详略得当，逻辑性强，则需要编辑花费大量的脑

力劳动。只有深刻体会作者的意图，反复对文章进行

思考、探究、斟酌，才能达到对原文的完善、提高和升

华；但在目前的评价体系里，没有完全体现出编辑的这

种更深层次的工作量。

１３　以编后稿学术水平作为评价指标　论文编辑加
工后的整体质量可以作为评价不同期刊学术水平的一

个指标，但以此对每一位编辑进行评价则明显不合理：

一则，不同专业的论文并不存在水平高低的绝对可比

性；二则，即使是同一专业的论文，因论文本身学术水

平有高低，所以论文发表后水平高低不能体现编辑加

工者的水平。一篇学术水平中等的论文，却可能凝聚

着编辑大量的心血，而一篇高水平论文因原文质量高，

可能编辑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按学术水平评价

编辑加工质量必然会造成编辑对论文挑三拣四，回避

难以加工的论文。

２　增强编辑加工工作管理有效性的必要性

　　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存在差异，编辑的加工水平也
必然有差异，同一篇论文，由不同的编辑来加工，由于

其工作经验及责任心的不同，编辑加工质量也会有很

大的不同。如何调动优秀编辑的积极性，树立优秀编

辑的威信，提高普通编辑学习编辑业务的积极性，促进

整体业务水平的提高，是编辑部领导必须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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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编辑加工评价方法存在诸多缺陷，造成了

期刊编辑加工质量良莠不齐。如果编辑加工的深层次

劳动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及正确的评价，势必挫伤

优秀编辑的积极性，使编辑加工工作表面化、形式化。

长期下去，必将会从根本上影响期刊的整体编辑加工

质量和期刊的出版质量；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编

辑加工质量，必须加强编辑加工工作的有效管理。

３　编辑加工工作有效性管理的措施

３１　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　任何工作要达到有效性
管理，都必须遵章行事。定量评价编辑加工需要制订

管理规章制度［７］，定性评价编辑的隐性劳动同样需要

制度的保证。首先需要领导重视编辑加工工作中的能

力和态度的体现。编辑加工是一项思想性、专业性、科

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又具有艰苦、细致和创造性的特

性，因此，需要编辑部内部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积极

向上的团队精神。这种氛围和精神的形成需要纪律性

约束和行为规范作为保证。要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订合理的工作规范和工作细则［８］，严格按规范考评编

辑的行为，将导向和目标用制度的形式固定并贯彻到

编辑出版的整体环节中；否则，仅凭借道德约束不可能

使编辑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更不可能对编辑加工工

作实行有效性管理。

３２　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加强思想教育，做好
每一位编辑的思想工作，是编辑加工工作有效管理的

有力保障。思想工作到位，有时会起到制度制约及经

济杠杆调控所起不到的作用［９］。职业编辑对美、丑、

善、恶都有自己的标尺及认识，编辑部领导要善于引

导，采取措施提高每位编辑对编辑加工的思想认识及

工作的自觉性，倡导爱岗敬业、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在制度保证的同时，从思想上启发编辑的心智，树立典

范，弘扬正气。

３３　通过奖惩强化工作的导向　期刊编辑出版工作
具有很强的协作性，只要有一个环节、一位编辑达不到

工作要求，就会影响整体。规章制度是基础，思想工作

是保障，而要将制度落到实处，将思想工作的效果体现

到工作中去，还有赖于奖惩，有赖于在定量考核的基础

上强化定性考核。

１）进行不定期的编辑加工质量讲评。主编可以
通过论文原稿及编后稿进行对比检查，对每位编辑的

工作状态做到心中有数，并对其中带有典型意义的问

题进行讲评。对于加工认真、正确，体现出一定水平的

编辑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彰，对于个别工作马虎的编

辑通过恰当的方式提出批评。

２）开展编辑加工经验交流。在编辑部内部可以

经常性地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编辑结合自己在稿件

编辑加工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开展交流活动。

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编辑人员对编辑加工工作进行总

结和思考，而且可以体现出不同编辑的能力和水平，督

促编辑不断进步，还可以在交流过程中强化编辑加工

工作的导向作用。

３）组织编辑业务竞赛。对成绩优良的给予表扬
和奖励，给他们以表现的机会，从而树立业务典范。

４）加强编辑的业务学习和培训，提高业务能
力［１０］。在导向明确、氛围向上的情况下，编辑加工工

作的积极性的保护需要从能力上提供保障，只有这样

才能增强编辑人员加工稿件的主动性。

５）将定性考核的内容纳入编辑个人工作考核之
中，并且以定性考核为主，定量考核为辅，增加定性考

核的比重。根据作者反馈、编辑推荐评选和主编的检

查，确定编辑加工质量优秀的编辑人员，并在日常和年

终奖励中给予充分体现。

编辑加工质量是期刊质量的保证。为了实现期刊

的可持续发展，应不断探索编辑加工工作管理的新模

式，总结有效的评价、管理办法和措施。目前，对编辑

加工这项工作还没有形成一种细致、有效的评价体系，

寻找一套有效的评价及管理方法仍是编辑同人需要继

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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