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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激励偏好与工作满足关系分析

张　亘　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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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科技期刊编辑目前激励偏好的情

况，对组织气氛、他人肯定、安全保障、自我发展、个人自主、追

求公平和工作内容等７个因素的数据，再利用回归分析法研究

激励偏好与工作满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科技期刊编辑的

激励偏好与工作满足间具有显著性，呈正相关关系，且外在满

足越高，激励偏好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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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期刊改革的不断深入，期刊网络化、国际

化进程的加快，各科技期刊正在努力实现集约化自主

出版，纷纷尝试自主化经营。面对改革大潮，科技期刊

编辑的压力不断加大，其工作动力不足。为调动科技

期刊编辑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升办刊水平，契合期刊

改革大环境，笔者通过对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现状的调

查，进一步了解科技期刊编辑部的激励现状，分析科技

期刊编辑的激励偏好与工作满足的关系，为进一步提

升科技期刊编辑的士气提出建议。

１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旨是调查科技期刊编辑的激励偏好及

工作满足，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激励的角度出发，

首先了解编辑的激励偏好，其次探讨科技期刊现有激

励措施的成效是否为编辑带来满足，第三从工作满足

出发，分析编辑的激励偏好与工作满足之间的关系。

笔者运用随机抽样中的类型抽样法进行调查［１］，

以保证调查的科学性及结论的可靠性。首先，在

ＣＮＫＩ中随机选取陕西省２０种科技期刊，将其分成４

类，即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和医学类；其次，在每一

类中随机抽取５种期刊；最后，通过电子函件向被抽出

的２０个编辑部的所有编辑发放问卷调查表，汇总调查

表得到基本调查数据，再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

结合方法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

１）问卷设计。问卷分为激励偏好、工作满足２部

分。根据相关激励理论设计激励偏好量表，主要包含

安全保障、追求公平、他人肯定、工作内容、个人发展、

组织气氛和个人自主等７项指标，设２４题。工作满足

量表问卷包含内在满足、外在满足２个子量表，总共设

２０个题目，若２０题都计算则为整体满足。此量表采

取５等评分法，每题由最不满意的１分，连续到非常满

意的５分；因此，就整体满足（全部２０题）而言，分数为

２０～１００分，总分越高，表示满足程度越高。

２）问卷回收情况。问卷发放对象为２０家科技期

刊编辑部，调查对象包括所有编辑（不含主编，但含副

主编）。共发放问卷１２１份，收回１０８份 ，其中有２份

作答不完整，予以删除；因此，实际有效问卷为１０６份，

有效回收率为８７．６％ 。

２　调查结果分析

２１　激励偏好　激励偏好量表是根据激励相关理论

设计的，包含组织气氛、他人肯定、安全保障、自我发

展、个人自主、追求公平、工作内容等７项内容，编辑对

激励措施的偏好见表１。

表１　科技期刊编辑激励偏好调查结果

排名 项目名称 狀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组织气氛 １０６ ３．００ ５ ４．６０ ０．５３

２ 他人肯定 １０６ ３．００ ５ ４．５６ ０．４６

３ 安全保障 １０６ ３．００ ５ ４．３９ ０．５４

４ 自我发展 １０６ ２．３３ ５ ４．２７ ０．５５

５ 个人自主 １０６ ２．５０ ５ ４．１８ ０．６３

６ 追求公平 １０６ ２．３３ ５ ４．０１ ０．５９

７ 工作内容 １０６ ２．３３ ５ ３．７８ ０．５４

由表１可见，科技期刊编辑较重视激励偏好中组

织气氛、他人肯定、安全保障、自我发展、个人自主、追

求公平，但是，对来自工作内容的激励效果不明显［２］。

科技期刊编辑对激励偏好实施状况的满意程度，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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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依序为组织气氛、他人肯定、工作内容、自我发展、

追求公平、个人自主和安全保障（见表２）。所有方面

的平均得分都没有达到满意程度的 ４ 分。根据

Ｌａｗｌｅｒ
［３］提出的工作满足模式，员工感到不满意的原

因是员工的认知没有符合员工的期望值［２］；因此，编辑

部的激励措施并没有符合员工的心理预期，而且以安

全保障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

表２　科技期刊编辑对激励措施的满意程度

排名 项目名称 狀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组织气氛 １０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８１ ０．８０

２ 他人肯定 １０６ １．６７ ５．００ ３．７５ ０．７７

３ 工作
"

容 １０６ ２．００ ５．００ ３．５１ ０．６０

４ 自我发展 １０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４８ ０．８８

５ 追求公平 １０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１２ ０．７７

６ 个人自主 １０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４ ０．７９

７ 安全保障 １０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６６ ０．６８

２２　工作满足　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ＭＳＱ）分为长

式量表和短式量表。长式量表包括１２０个题目，可测

量工作人员对２０个工作方面的满意度及一般满意度；

短式量表包括内在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一般满意度

３个分量表。ＭＳＱ采用５点式，其中１＝对我工作的

这一方面非常不满意，２＝对我工作的这一方面不满

意，３＝不能确定对我工作的这一方面是满意还是不满

意，４＝对我工作的这一方面满意，５＝对我工作的这一

方面非常不满意［４５］。本次工作满足调查见表３。

在工作满足方面，整体满足得分为６７．５４分（满分

为１００分），而各项目平均分为３．３８分（内在满足

３．４６分、外在满足３．２５分）。这表示科技期刊编辑整

体工作满足状况属于中等。由于工作满足问卷采用

ＭＳＱ，此量表将工作满足分成一般满足、内在满足和

整体满足３个方面。通过分析工作满足的现状发现，

外在因素满足的分数较低，而造成外在满足因素分数

偏低的原因，主要是每个月所获得的报酬、编辑部执行

政策的方式以及给予的升迁机会较低。此外，将工作

满足结果与先前的激励措施的满意程度相比较，编辑

的付出与获得的报酬比差，的确是目前较不满意的部

分，而同事间的相处状况在这２个量表中，都是编辑最

满意的部分，因此这２个量表的结果彼此相呼应。

２３　激励偏好与工作满足的关系　在了解科技期刊

编辑的激励偏好与工作满足之后，接下来要分析的是

工作满足与激励偏好间的关系。在探讨二者的关系

时，以外在满足与内在满足为自变量，激励偏好为因变

量，利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研究。在α＝０．０１的显著水

平下，编辑的激励偏好和工作满足间具有显著性，呈正

相关关系。其犚２＝０．８８７，表示此回归模式的自变量

可解释因变量总变异为８８．７％。

表３　工作满足调查结果

题　项 平均值 标准差

内
在
满
足

外
在
满
足

在不违背良心的状况下达成我自己的工作目标 ３．８１ ０．７９

编辑工作中为
#

人做事的机会 ３．６５ ０．７４

工作中能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事情的机会 ３．５７ ０．８３

同事对我工作的肯定程度 ３．５５ ０．６６

工作中能自行判断并处理事情的程度 ３．５４ ０．８２

工作能使我发挥所长的程度 ３．５２ ０．８７

工作同时还可做些其他不同的事情 ３．４４ ０．７３

编辑工作所提供给予指导他人的机会 ３．４６ ０．８５

工作中单独表现的机会多寡感受 ３．３２ ０．８８

编辑职业的稳定性感受 ３．３４ １．０６

由编辑工作所获得的成就感 ３．３６ １．０７

编辑工作忙碌程度感受 ２．９５ １．０４

同事之间的相处状况的感受 ４．０３ ０．７１

对做好工作所得到的赞许的感受 ３．６４ ０．７９

对工作环境状况的感受 ３．６３ ０．８７

对直属领导管理方式的感受 ３．３６ ０．９２

对领导决策能力的感受 ３．２６ １．０７

对编辑工作所给予的升迁机会的感受 ２．８７ ０．８０

对公司执行政策方式的感受 ２．８０ ０．９４

对工作量相对月工资的感受 ２．４４ １．０７

３　结论

　　１）组织气氛是科技期刊编辑最重视的因素。个别

编辑部目前关于组织气氛的主要做法为每年组织特定

节日活动，以及员工旅游等，另外一些活动（如教育培

训）也可以间接增进同事间的情谊，促使工作气氛的和

谐。至于这些措施的效果，由员工的认知中可知：组织

气氛虽然在所有调查项目中的满意程度最高（平均值

为３．８１）；但是，编辑对这些调查项目的认知也只是偏

向满意，而不是感觉到满意，甚至是非常满意。

２）他人肯定是科技期刊编辑第２重视因素，也是

编辑部成效较好的因素。安全保障包含良好的期刊形

象、努力成果可以获得他人肯定，以及一份可以获得他

人肯定与尊敬的工作３个项目
［５］。此外，在努力成果

是否获得他人肯定方面，编辑部目前实行的状况不甚

理想；所以，管理者应多赞赏编辑的表现，甚至是表扬

每个月或每季成绩优异的编辑。

３）安全保障是科技期刊编辑重视的第３个因素，

但却是最不满意的因素。它包含退休金保障、丰厚的

津贴、工资及医疗保险等共５个项目
［６］。编辑进行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编辑工作，其付出的智力不亚于一

般科技人员及高校教师，但因工作关系，他们不能像他

人那样有科研成果，其收入远低于其他同类人员；因

此，要提高编辑在此方面的满意程度，必须重新拟定薪

资策略，以提高他们的工资及社会福利待遇水平，从而

增强其职业安全感，进而保证编辑队伍的稳定。

４）自我发展因素包含自我成长、不断的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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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升迁的机会３个方面。在这３个项目中，升迁发展

是科技期刊编辑不大看重的项目，而且也是他们认为

较不满意的项目。由于期刊中心（编辑部）扁平化的组

织架构，使得大部分编辑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所以，

升迁机会在制度设计的限制下，编辑无奈而失望，只能

被动应付日常工作，使此项激励大大失去应有的激励

效果。鉴于此，科技期刊编辑部要降低职位高低对工

资、福利等系统的联结，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编辑在不

看重升迁激励的情况下，又能安于本职，积极、高效地

工作，从而减少编辑离职的概率。

５）个人自主因素包含不妨碍家庭生活以及弹性上

下班制２个方面。调查得知，目前大部分编辑部实行

８小时坐班制；但因编辑工作的特殊性，除了８小时工

作之外，如遇到节假日出刊，编辑还需要加班。其实，

坐班制对期刊编辑是一种时间浪费，因为办公室嘈杂

的环境不利于编辑审稿、加工稿件。如果让编辑轮流

值班，可使编辑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约稿、审稿及加工稿

件；因此，应推行个案编辑部已实行的编辑弹性上下班

制度或轮流值班制度，并通过调整编辑工作量的方法，

使编辑有更大的弹性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做到既干好

工作，又不影响个人家庭生活。

６）追求公平因素包含公平升迁、公平考核和公平

竞争３个项目
［７］。在这３项中，公平竞争的满意度较

高，而公平考核的满意度较低。就考核问题而言，个案

编辑部实行的考核方式只有上对下的考核，每年１次，

而考核的标准缺乏科学性，难以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

原则。编辑对此项满足程度较低，因此，个案编辑部需

考虑引进同事评比，甚至是全方位的绩效评估系统，以

提升考核的正确性；虽然这些做法可能会引起一些副

作用，但相比现在通行的惯用方法的效果会更好。

７）工作内容方面是科技期刊编辑最不看重的激励

因素，而以实施状况而言，在所有的因素中编辑对工作

内容的满意程度是排位第三。工作内容方面包含自己

负责稿件质量好坏、工作挑战、工作创新、帮他人解决

问题、表达自我意见以及与同事密切交往等６个项

目［８］。由于此次研究对象主要为科技期刊编辑部的基

层编辑，其担任的工作本来就是日常性的业务工作，其

挑战性、创新性不足；因此，个案编辑部的实行状况颇

为合理。但是有一点必须留意，就是基层的编辑并不

非常偏好挑战性与创新性工作，在目前期刊国家化、网

络化的产业环境中，二者似乎不能做到最佳的契合；因

此，个案编辑部可能需要鼓励编辑接受业务更新的挑

战，或是建立提案制度激励编辑知识更新、审稿流程创

新或审稿方法手段的创新。只有这样，科技期刊编辑

部才能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担任未来的编辑工作。

根据前面工作满足的调查结果，科技期刊编辑的内在

满足平均为３．４６分、外在满足为３．２５分，而整体满足

为３．３８分；因此，就整个状况而言，编辑的工作满足状

况只是偏向满足，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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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参考文献表中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名字可否缩写？

　　问　参考文献表中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名字可以缩写吗？

答　可以。虽然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规定，“用汉语拼音书

写的中国著者姓名不得缩写”，但是著录实践比较混乱：缩写和

不缩写并存，有的将缩写名置于姓之前，有的将双名缩写为１

个字母，等等。有些编辑同人曾建议“一律采用缩写”，但因没

有标准依据，响应者寥寥。

最近发布的ＧＢ／Ｔ２８０１９—２００５《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

拼写规则》的５．１．４指出：“国际体育比赛等场合人名可以缩

写。汉语人名的缩写，姓全写，首字母大写或每个字母大写，名

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后加小圆点，声调符号可用省略。”

参照这一条款的规定，我认为，在文后参考文献表这一特殊场

合，在著录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姓名时，同欧美著者的著录一样，

名字可以采用缩写，且缩写字母后的小圆点及声调符号均省

略。例如：“ＹáｎｇＷèｉｍíｍ”可以著录为“ＹａｎｇＷ Ｍ”或“ＹＡＮＧ

Ｗ Ｍ”，但不得著录为“Ｗ Ｍ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Ｗ”等。

（陈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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