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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读者与作者互动的办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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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编辑本位观和作者本位观的办刊策略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但它们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读者以及读者与作者的互

动。基于读者本位观的办刊策略，需要编辑树立读者本位观、

确立读者与作者双向交流的办刊宗旨，采取诸多技术措施；办

好互动栏目、做好导读工作、促进成果转化、尝试公开同行评

议、开展网上互动、组建实践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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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办刊实践和办刊策略研究中，我们往往

着力于科技期刊如何进入 ＳＣＩ、ＥＩ等数据库或核心期
刊表，关注的是影响因子、引用率、总被引频次等量化

指标，这是一种编辑本位观；或者基于作者的需要，更

多地考虑如何为作者提供服务，很少考虑读者的需求，

这是一种作者本位观［１］。从这２种办刊理念出发采取
的办刊策略，在办刊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仍

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也要认识到，这样的办刊策略

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读者以及读者与作者的互动。

读者和作者同为科技期刊的重要资源，他们依托

编辑和文本发生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２］。科技期刊

的读者和作者具有同源性，作者也是读者，读者有可能

成为作者，其身份是双重的，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实则是

科学共同体内学者之间的互动。它能提升读者素养，

实现作者价值，影响编辑观念，激发学术创新，促进成

果转化，推动科学发展，实现期刊效益［３］。在网络时

代，传播群体之间的互动化得到了加强，科技期刊不再

只注重信息的单向发布和传播，也更加重视信息的反

馈和逆向交流［４］。鉴于读者与作者互动的价值和趋

势，我们应重视基于读者与作者互动的办刊策略，作为

学术平台的主持人，编辑有责任也有能力协调二者的

互动。为此，应变革编辑观念，采取技术措施，以促进

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提高刊物的传播效率和影响力。

１　树立２种观念

１１　树立读者本位观，重视读者与作者的互动　编辑
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读者，我们应摆正读者在编辑

活动中的位置，使读者享有充分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学

术互动［５］。适应读者、尊重读者、引导读者，把握了读

者这个要素，才能有效地促进读者与作者的互动。遗

憾的是，我们重视作者胜于重视读者，似乎刊物是办给

作者看的。大多数期刊的办刊思路仍然仅仅停留在

“传播科学文化”上，较多考虑作者需要，不大考虑读

者需求，当前科技期刊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就是要从

传播者本位向读者本位方向转变［６］。不解决办刊理

念问题，离开了对读者的关注，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如何

彰显？

１２　确立读者与作者双向交流的办刊宗旨　由于对
读者与作者互动的关注不够，不是以读者为中心办刊；

因而，不管是大刊还是小刊，也不管具体情况，都在谋

求国际化，这无疑是一个办刊误区。科技期刊最基本

的功能应该是发挥作者与读者间信息传播的桥梁作

用，以促进作者和读者的双向交流为办刊宗旨，而我国

许多科技期刊却是以宣传、报道、展示我国科研人员的

国际影响等单向交流为办刊宗旨，只为作者，不为读

者，刊物就难以持续发展，中俄合办英文版《地震预报

研究》的停刊就是一个显例，而《亚洲男科学杂志》则

充分考虑到读者参与学术交流的需求，仅６年时间便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７］。当前，我们需要重新检讨历久

以来的办刊宗旨，确立读者与作者双向交流的办刊

宗旨。

２　采取６项措施

２１　办好互动栏目　互动栏目是开展学术交流，沟通
作者、编者、读者的好形式，它能及时反馈读者的阅读

感受，形成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激发读者的参

与意识［８］。

６８２



　第４期 陶　范：基于读者与作者互动的办刊策略

读者来信是把握读者阅读倾向、了解读者群的重

要手段，不仅能促进编辑与读者的联系，而且能密切作

者与读者的互动交流［９］。我国科技期刊不大重视读

者来信栏目，许多刊物看起来更像一本论文集，办得比

较沉闷，没有创造出活跃的气氛［１０］。编辑部应重视读

者来信的价值，努力办好读者来信栏目，做好答疑解惑

等互动交流工作。

评论栏目对加强学术导向、深入开展研究、及时纠

正谬误、开辟研究领域都有重要的作用，名牌期刊都有

大量的评论性栏目，如“述评”“评论”“书评”等［８］。

学术争鸣是吸引读者注意力、增强读者参与感、促进读

者与作者互动的重要手段。科技期刊要找回正在被大

家所逐渐放弃的学术批评功能，解决批评勇气的丧失

问题［１１］；编辑则要担当好主持人，积极策划，有意识地

进行引导，活跃学术气氛。

２２　做好导读工作　科技期刊不大重视导读工作，事
实上，导读工作也是科技期刊不可忽视的编辑手

段［１２］。编辑可通过导读工作，推荐重点文章，欢迎读

者参与，促进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中华内科杂志》从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起刊出“本期导读”，对本刊发表的有争
议的文章进行点睛评论，该栏目推出后，节约了读者的

时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获得了读者的好评［１３］。

２３　促进成果转化　科技期刊是实现应用性成果转
化的重要媒介。要突破科技期刊仅仅单一性“传递”

的局限，充分发挥其媒体作用，做好科技联姻工作，消

除学术与市场的脱节现象；这需要编辑加强信息传播，

介入转化过程，提供技术与信息咨询，参与组织行业学

术交流，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时跟踪报道，

提供后续服务［１４］。只要思想明确，措施得当，科技期

刊在科研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完全能够发挥桥梁作用。

２４　尝试公开同行评议　国外少数科技期刊已采用
或试行公开同行评议（ｏｐｅｎ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的评议方式。
公开同行读者评议“将论文审查分为２步：首先，投稿
经过指定审稿人的快速审查；而后，稿件以讨论文章形

式在期刊网站张贴，并经历８周的公众讨论，其间所有
的评审意见和作者的回应都在网上公开”［１５］。公开评

议利用了互联网交互性的特点，让更多的同行读者参

与评议和监督，能有效地杜绝学术造假，确保审稿公正

性，也消除了读者与作者互动的障碍。同行公开评议

会得到读者的大量评论意见，作者和编辑可利用这些

反馈意见，提升论文质量。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一些期刊更是将同行评议延伸

至文章发表后，“开创了作者、读者、审者网络互动、在

线即时交流的新模式。读者可通过点击附在每篇文章

旁边的小界面进行问题提交、对话……。几乎在文章

发表的同时，作者、读者间的交流讨论就已经开始。读

者可以在线提交自己的点评／疑问，参与讨论，作者可
以在线回复，通过共同探讨，每个人都从中受益。读者

还可以对论文进行批注和评级，并可将意见公开”［１６］。

２５　开展网上互动　除在网上同行评议外，科技期刊
还可设立论坛和留言簿，提高读者和作者的参与度。

《长江蔬菜》在网站上设有专家热线、读者社区、网友

留言等，以直接对话的方式，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

离；编辑则做好“中间人”，提供相关服务，便于他

们交流［１７］。

博客是展示自我、发布信息和网络社交的重要媒

介。“博客的出现使科技期刊不再是编辑和媒体自上

而下的传播过程，而越来越成为一种读者、作者和编辑

互动的自下而上的传播过程，读者也不再是被动的角

色，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主动地参与到科技论文的评

价、报道和传播的全过程”［１８］。应加强对博客的管理

和利用，以促进读者与作者的交流。

２６　组建实践社群　科技期刊的实践社群是“由科
技期刊社提供平台支持，包括期刊编辑、作者、读者共

同或分别参与的，与该刊所在知识领域相关的人们所

形成的组织”。它可以增强作者、编辑与读者的互动，

各种形式的交流可以弥补学术论文中无法体现的隐性

知识的共享和转化，这些互动可以提高稿件质量，帮助

作者更多地了解读者的需要［１９］。条件许可也可举办

读者作者联谊活动，提供交流切磋的机会，对作者与读

者的互动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３　结束语

　　基于读者及其与作者的互动，可供选择的策略自
然不止上述各点。重要的不是罗列多少条策略，而是

编辑必须变革办刊理念，树立读者本位观，重视读者与

作者的互动，确立读者与作者双向交流的办刊宗旨；始

终坚持以读者和作者的“双爱”为最高目标，摒弃为各

种期刊评价指标服务的办刊思想［２０］。观念指导行动，

观念改变了，在办刊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为读者也

为作者着想，从而真正办出作者喜爱、读者也喜爱的

“双爱”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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