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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人才培养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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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４１０００８，长沙

摘　要　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科技期刊有做大
做强的时代愿求，人才的培养和积累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基础，

也是关键。编辑人才的培养既依靠其自身在日常工作中不断

学习和积累经验，也离不开对其所在编辑团队的整体建设和管

理，同时还需要相应的激励和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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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科技期刊，其内容覆盖面或侧重点及办刊宗

旨有差异，它所需要的编辑人才或者训练出的编辑人才，

不论是知识结构还是经验也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通

用标准来定义编辑人才。另外，现代编辑手段已覆盖到

数字、声像等领域，这对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

出好刊，而且要作为独立实体来经营管理。即使单纯从

办好刊而言，单独的专业编辑人才也很难独立完成。只

有在编辑部特定环境下，相互协作发挥团队力量，才能更

好地做好把关人，维护好这个平台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赋

予期刊更多价值，使期刊能吸引行业受众喜爱阅读，甚至

愿意购买、收藏，并从中受益；因此，编辑人才的培养应该

从其个人在工作中的学习与经验积累、编辑团队的建设

和管理、制订并落实相关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

１　期刊编辑活动是编辑成长的主要途径

　　实践出真知，期刊编辑流程与编辑人才培养有着
天然的内在关联性。期刊编辑活动主要包括内部的编

辑日常流程与对外推广交流２方面，编辑参与其中必
定会慢慢积累相应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的积累对于编

辑的成长和期刊的发展至关重要。

编辑日常流程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期刊质量的提

高。从对来稿结构是否严谨，各部分撰写侧重点是否恰

当，统计学方法和结果是否准确的初步审读，到对内容新

颖性、学术性或实用性的判断，再到将不同特色的论文编

排归类到特色栏目中去，从封面、图片、声像等方面修饰，

最后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刊物等等环节都是训练编辑的

良好平台。它反映一名合格编辑基本功是否扎实，对专

业前沿的了解程度，也反映对办刊宗旨的执行力；因此，

只有通过不断实践，才能不断提高对来稿的整体判断能

力，才能根据期刊本身的需要来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才

能不断总结经验办好科技期刊。

编辑虽有“幕后英雄”的称号，但在现实工作中，

编辑的对外交流占编辑工作的重要部分。不管是与作

者的切磋、与编委或审稿专家的沟通，还是与同行的经

验交流或参与学术会议，都显示编辑的社交能力对期

刊和编辑本身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也是编辑获取先进

办刊理念和了解专业前沿的重要途径；因此，应在期刊

管理中，兼顾编辑人才的培养，以“寓学于工、工学相

长”的指导思想来培养适合期刊自身发展需要的专业

人才，使期刊发展和编辑个人能力的提升紧紧联系在

一起。

２　编辑个人的成才离不开编辑团队的建设

　　虽然日常编辑工作与期刊管理是培养编辑人才的
重要途径，但是个人必须融入到编辑团队中才能更好

地增强自己的能力。如新进人员需要在老编辑的指导

下熟悉编辑工作，平辈人员也需要经常相互交流各自

心得来扩展视野和知识面，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期刊的

成功需要编辑部各成员的群策群力；因此，编辑人才的

培养与编辑团队的建设密不可分。

２１　团队建设首先要有专职主编或副主编　期刊专职
主编或副主编的选聘是期刊团队建设的重中之重。主编

是刊物的舵手，是刊物的灵魂。主编的学识、胸襟和眼

光，以及人格魅力，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它是刊

物极其宝贵的无形资源［１］。有句行话说得好：“有什么样

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刊物。”期刊主编的管理理念和决策

决定了期刊发展的方向，决定了编辑团队的特色；所以，

在编辑团队建设中，应聘请行业内知名的并热心办刊的

学者担任主编，参与到期刊的实际编辑工作中来，这对期

刊的建设和发展将会起到领头雁的作用［２］。

这种专家型的主编在以下几个方面作用于编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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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１）担当ＣＥＯ角色。监督并管理编辑团队，将其办刊
理念影响到每一个编辑。２）学术把关。每次参与选稿
会，探讨所选稿件的价值，给出终审意见，提高团队成员

对稿件的学术把握力。３）提供与同行业专家交流的机
会。其本身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更易为编辑部成员提供更

多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４）提高编辑的学识水平和科研
能力。可定期在编辑部内举办学术讲座，并利用其科研

资源，让编辑参与到研究工作中去，以提高科研能力［３］。

２２　建设有特色的编辑团队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佛瑞斯特于１９６５年在《企业的
新设计》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

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

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

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４］。国内外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

深一步的研究。上海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所长张声

雄教授［５］用３句话来概括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即：具有
持续增长的学习能力；能让组织成员在工作中体验到生

命的意义；能把学习转化为创造能量。黄彬丽［６］认为，

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系统；学习型组织强

调组织学习；组织学习的目的是建立和实现共同愿景；

学习型组织强调学习是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过程；学

习型组织要实现“学习力、创新力、竞争力（生产力）”的

传导。游丹等［７］认为，学习型组织是一种能够使组织内

的个人潜能持续和系统地发挥出来，并将个人潜能与组

织的发展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这种组织能

够认识环境、适应环境，进而能够能动地作用于环境，从

而获得成功。

学习型组织内涵与科技期刊跨越式发展所要求的

编辑团队属性有着功能上的一致性，编辑的学习成长

与编辑团队的成长，乃至期刊的成功是分不开的；因

此，在编辑团队的管理和人才培养上，应抓住学习型组

织的特色优势，让编辑成才与其团队建设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共同进步。

２３　采用编辑团队的Ｔ型管理法　所谓Ｔ型管理法，
是由 ＢＰ公司（前英国石油、阿莫科、阿科和嘉实多等
公司整合重组形成的世界上最大的私营石油和石化集

团公司之一）创建的，是指在公司内部自由地分享知

识（Ｔ的水平部分），同时致力于实现单个业务单元的
业绩（Ｔ的垂直部分）。编辑个体间需要有机的、高度
柔性的、扁平的沟通与交流，像 Ｔ的水平部分；而把提
高成员的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创建期刊品牌、提高期

刊影响力及承担知识创新任务，作为 Ｔ的垂直部分。
利用这种模式，实现团队知识共享和编辑团队知识的

协调，从而提高编辑团队的整体素质［８］。这种个体相

互之间有目的的知识交流、积累和整合，能实现相关各

方知识资源的迅速增长，不仅可以充分挖掘成员的潜

力，培养出 Ｔ型人才，还可增强整个团体的知识创新
能力［９］。编辑团队间采用这种 Ｔ型水平部分的管理，
改变了团队成员的行为和支配时间的方式，打破了传

统的公司等级制度［１０］。利用 Ｔ型管理模式可实现编
辑团队财富的最大化利用。

３　制订并落实编辑部的管理制度

　　要管理好编辑团队，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
首先是经济激励机制。不管是吸引外来人才，还

是为了促进内部人员的稳定与发展，经济效益无疑是

十分重要的。良好的经济激励机制是激发团体成员积

极性和潜力的有效手段，而制订合理的经济分配方案，

落实经济这个基础，是所有制度得以顺利执行的保证。

其次是严格执行稿件三审制度。三审制是期刊质

量的保证，也是培养编辑业务能力的重要环节。

最后是建立包括审读机制、交流机制和培训机制

在内的学习机制。建立审读机制是促进期刊编辑质量

不断提升的重要措施。交流机制建立之后，要定期召

开交流会，使团体成员及时了解行业的发展动态，充分

交流编辑工作的体会。培训机制要体现编辑人员积极

参与编辑类和专业类的培训，还要有计划地使编辑参

与科学研究，使编辑觉得自己的价值不仅可以在编辑

岗位上得到展现，而且可以通过科研这个途径来实现，

将编辑工作中的一些创新灵感付诸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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