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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动自发的新时期科技期刊编辑

王　晓　峰
（电力系统自动化杂志社，２１０００３，南京）

摘　要　科技期刊编辑自动自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渗透
于编辑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编辑应在把握刊物定位和特色、跟

踪行业发展动态、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完善稿件的内容和形式、

更新观念和知识结构、促进多方交流互动等方面积极地、富有

创造性地工作，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刊物的质量和影响力，而且

有利于编辑自身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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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信息量急速增长的今天，科

技期刊编辑的职责早已超越传统意义上“对资料或现

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的概念。新时期科技期刊

编辑的职责，对编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良好素

质的获得主要取决于编辑自身的主动性。所谓主动

性，就是没有被人告知却在做着恰当的事情，就是随时

准备把握机会，展现超乎他人要求的工作表现［１］。编

辑工作特别强调多动脑筋，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一个

自觉自发的、积极主动的编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编辑，

这种自动自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可以体现在编辑

工作的每一个环节［２］。

１　正确把握刊物的定位和特色

　　科技期刊编辑熟悉自己所编刊物的定位和特色非
常必要，这关系到能否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努力方

向。刊物的价值定位和学术定位，决定了其整体风格

和选题的重点，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把握稿

件审理的方向［３］和文章编排的风格。

笔者所在的电力系统自动化杂志社，同时编辑出

版《电力系统自动化》和《水电自动化与大坝监测》。

前者定位于对先进理论和创新技术的研究、应用及推

广，尤其自２００２年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学
术期刊以来，在倡导实用性和导向性的同时，更加注重

学术性和前瞻性，因而在理论创新、学术水平以及版式

风格与国际接轨方面力求做优、做精，争创品牌期刊；

后者则更加注重方法和技术的实用性，以介绍、推广实

用技术为目标，因作者大多来自水电、水利行业生产第

一线，涉及专业范围广泛，所以，对文章不能一味在理

论和学术水平上追求高、精、尖，而要在做实、做宽上下

工夫。牢记刊物的定位和特色，使之充分体现在编辑

过程的每个细节上，并使这种特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保持一贯性，是编辑的责任。

２　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拓展、更新知识结构

　　据报道，社会总体的知识更新周期为３年，而新闻
传播领域的知识淘汰周期可能仅为１年左右，尤其是
在今天，更加强调科技信息和知识的时效性。科技期

刊编辑只有遵循科学的发展观，与时俱进，不断学习、

更新和积累，才能适应科技期刊发展的需要。

尽管编辑不必是业内的专家，但是一定要成为知

识面较广、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的“杂家”。由于现代学

科门类的高度分化和高度融合，即便是某个行业某一

领域的专业期刊，也会有许多文章涉及跨学科、跨领域

的内容，编辑没有宽广的知识面和多层次的知识积累，

是无法应对这种局面的。同时，科技期刊编辑一定要

充分调动自身的信息敏感性和促成信息转化的自觉

性，积极通过专家咨询、网络查新［４］等多种方式，及时

了解和把握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学术动态，对信息

的有效性及其价值做出敏锐、准确的判断，并且善于将

有效信息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一步酝酿出新的有价

值的选题［４５］。

３　积极发挥编辑职能，充分挖掘有价值的信息

　　如今是一个鼓励自主创新、彰显个性的时代，作者
急于通过作品表现自己，读者则以挑剔的眼光审视每

一篇文章，编辑的职责就是要积极寻找既符合刊物特

色，又使作者和读者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这是一项创

造性的工作。科技期刊编辑对稿件的处理，就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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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读者对象，选择并编辑出符合该刊读者群认知

层次和理解层次的文章。在理解和尊重作者基本思想

的基础上，尽可能挖掘其中有价值的信息［６］，将它们

以内容准确简明、逻辑关系清晰，以及易于理解的方式

传达给读者。

例如《水电自动化与大坝监测》，这是一种以促进

实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目标的科技期刊，读者对象

以科研、生产一线人员为主，稿件也主要来自现场实际

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和成果。这类稿件往往写作粗糙，

有想法但阐述不清，对此，编辑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耐

心，努力挖掘其中的闪光点和有用信息，通过与作者沟

通，了解文章的工程背景及其他相关情况，引导并帮助

作者完整、清晰地表达其思想和意图。据笔者的经验，

现场技术类稿件的一般内容格式应包括工程背景的概

括性介绍、问题的提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及关键

技术、具体的实施方案或措施、实施或应用的效果，以

及对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按照这一规律，在帮助作者

理清写作思路的同时，也充分挖掘出其中有价值的内

容，使得文章的品质得到提升。

对于作者写作过程中难免存在的疏漏，或因个人

思想和知识的局限性而导致的不足，编辑应以精益求

精的态度去弥补和完善，包括理顺文章的逻辑结构、纠

正不规范的名词术语、修正不恰当的表达方式，以及对

文章体例、格式的统一和规范，等等。

４　利用各种渠道增进多方面的交流互动

　　编辑与作者、读者和审稿人的交流沟通和互助合
作［７］贯穿于编辑工作的始终。在这种交流互动中，编

辑应主动地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这三者对于信息需求、

稿件质量、编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编辑行

为，挖掘并获取新的资料和信息，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偏

差，了解和判断什么是读者感兴趣的并认为重要的。

现代信息技术为这种互动和反馈提供了便利条

件，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稿件的处理正逐

步向作者、读者、编辑、审稿人互动开放的模式转变。

编辑应充分认识到信息时代编辑工作的全新含义，顺

应科技发展的要求，主动更新观念、调整工作方式，增

强网络意识，积极学习并运用先进的编辑手段，推动编

辑工作的现代化。

５　善于总结和借鉴，积极地、创造性地工作

　　一种刊物的创办、成长和发展，凝结着众多办刊人
的心血。主编的职责在于把握刊物的方向并进行策

划，以及统筹管理全局性的期刊工作。一个好的编辑

不仅是主编决策的执行者，他还应善于从与作者和读

者的交流互动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善于主动地学习

和借鉴其他刊物的成功经验，并能为主编出谋划策，不

断提出有关期刊发展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个自觉、主动的编辑，不仅有助于形成刊物自身

的特色，提高刊物的内在质量，而且有利于编辑创新思

维的发展［８］和自身价值的提升。这种自动自发的品

质体现在对于编辑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对于传播新

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成果的使命感，体现为实事求

是、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和工作态度，以及与作者、读

者交流过程中自然流露的人文关怀。一个自觉、主动

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工作从来不会

只是为了应付主编而简单地完成稿件的常规编辑和加

工。他对专业领域的事物发展规律有着比较客观的判

断和独到的见解，具备欣赏和理解高水平作品的能力；

他在稿件处理过程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能

够及时了解和掌握新的知识增长点，善于发现和挖掘

有价值的作品和作者，帮助作者完整、准确、清晰地表

达其思想和见解，并能利用自己高超的编辑技术，完善

和美化这些作品，使它们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完

美。

编辑对于刊物的热爱，对它所倾注的情感和责任

心，是刊物持续发展的推动力。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

工作，编辑工作就充满了无穷的乐趣，而无论是作者、

读者还是编辑本人都能够从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得

美的享受。

６　参考文献

［１］　哈伯德．自动自发［Ｍ］．陈书凯，编译．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３

［２］　郑琰邁，李燕文，朱凯．科技创新体系中编辑创新意识的
构成及能动性［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２，１４（４）：２３５２３７

［３］　张磊．论学术期刊责任编辑的主观能动性［Ｊ］．学习与探
索，２００３（２）：１３０１３４

［４］　李艳红，贯剑．查新意识在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中的作
用［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１）：４１４２

［５］　金生，游苏宁，张大志，等．编辑在提高科技期刊学术质
量中的作用［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４）：２４６２４７

［６］　何洪英，李家林，朱丹，等．论科技学术期刊论文的编辑
初审［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１）：１７１９

［７］　贺秀明．学报名刊编辑的主体能动性与学报的学术质量
［Ｊ］．今传媒，２００５（１１）：４４４５

［８］　李东．新时期的出版业呼唤编辑的主动创新［Ｊ］．中国出
版，２００４（８）：３７｜

（２００７０５１７收稿；２００７０６２０修回）

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