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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优秀论文刊登在祖国的期刊上:
科技期刊编辑的时代使命

游　苏　宁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

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作者提出,作为科技期刊的编辑,我们应该不辜负党和国家的

殷切希望,努力传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身处逆境中仍要坚

持韬光养晦,切实履行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通过提供更

好的服务完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吸引优秀的科技论文并将

其发表在祖国的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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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又到了总结过去喜

迎新年的收获时节.古人云:温故而知新.站在辞旧

迎新的时间节点上,回首过去的一年,我认为对我国科

技期刊工作者而言,最值得铭记并应努力践行的时代

使命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

化的伟大事业中”[１]和李克强总理倡导的“工匠精

神”[２].作为科技期刊的编辑,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吸引到更多的优秀论文并将其发表

在祖国的期刊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愿望? 在此愿将

自己的学习体会及感悟辑录于下,冀以抛砖引玉.

１　党和国家的殷切希望

　　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１８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

１３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９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提出: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

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

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

音.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１３亿多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上升,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改善人

民生活、增强人民健康素质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

求[１].如何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精神实质,
我非常赞同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的观

点[３],他认为:科学无国界,技术有专利.科学家有祖

国,国际间有竞争.在过去５００多年里,世界科技发展

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人类好奇心以及科技发展的惯

性,二是社会需求和社会投资驱动.在基础研究领域,
第一种动力是主要的,而在应用和开发研究领域,第二

种更为重要.

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２].从此,工匠精神一词迅速

流行开来.不止是“两会”,梳理李克强总理这一年来

的会议、考察和批示,工匠精神已成为总理使用的高频

词.作为媒体工作者中的一员,我们知道,流行语如同

一个国家的“口头禅”,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

１２月１４日,«咬文嚼字»杂志发布了“２０１６年十大流行

语”,其中“工匠精神”从上百个候选语中脱颖而出,入
选本年度十大流行语[４].作为一位毕生以办刊为己任

的科技期刊编辑,我一直认为默默无闻地为人作嫁的

编辑是工匠精神的最好代表,我们只有以实际行动来

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才能不辜负领导的殷切希望.

２　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追求“精确”的传统,有“差之毫

厘,谬以千里”的说法,古代工匠大多只专注于做一件

事,“庖丁解牛”中的庖丁就是其典型代表.在社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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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工、密切合作的今天,工匠精神与社会环境息息相

关.如果能一心多用、一专多能固然好,但对个人的精

力、素质和技能构成巨大挑战.就普通人而言,我认为

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知道德国是全球第

３大出口国,其人均出口额高达１７０００美元,居全球第

一.超过９９％的德国企业属于中小企业,不求做大,
而是努力在细分领域中做到极致,成为最强.这与德

国盛行的工匠精神密不可分[５].在德国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差不多”是一个禁忌词,任何行为必须有章可

循,杜绝一切随意.究其缘由,不外乎对职业“一以贯

之”的敬畏,对顾客”敬若神明”的尊重,对产品“止于至

善”的追求.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已进入“对误差零容

忍”的时代,“差一点”的多次累计必然导致“差很远”的
结局.即使局部、微小的误差和疏忽,也可能铸成难以

挽回的大错,甚至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以产品质量

为例,中国制造业每年直接的质量损失超过２０００亿

元,间接损失上万亿元[５].而李克强总理之所以对工

匠精神如此看重,其实质是要推动“中国制造”完成一

场“质量革命”,确保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迈向中

高端.为了大力倡导科研诚信,确保论文的发表质量,
针对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的虚假论文问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最近对被国际期刊撤稿的６１份科

研不端行为,涉及７０余人作出严肃处理,这一举措有

助于在国内科技界恢复风清气正的良好学风[６７].
从古至今,出版业就一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艺术.

一旦期刊出版发行,任何刊出的错误必定是覆水难收.
曾几何时,从事出版的志士仁人对待文章的编辑一向

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正如邹韬奋先生所言:“杂志一

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中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

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８]近年来,在经济

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更多关注规模、增速和场

面,忽略结构、成本和质量,导致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职

业心态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５].乱花渐欲迷人

眼,科技期刊编辑队伍中气定神闲者日渐稀少,浮躁之

气明显抬头.就期刊行业而言,部分中国的科技期刊

完全背离了办刊的初衷,编辑出版质量出现了断崖式

下跌,已经出版的刊物中前所未闻且贻笑大方的低级

错误层出不穷,一些老字号的大刊名刊也同样难以幸

免[９].针对这种严峻的现状,如何恪守并传承先哲们

的工匠精神,是我辈在继续前行中必须面对的当务之

急.因此,在学术研究风气浮躁的当下,笔者非常赞同

陈强[５]的观点:倡导工匠精神、重塑做事文化.

３　身处逆境需韬光养晦

　　平心而论,我国的科技期刊是随着西学东渐而逐

步发展起来的,但它并不是西方科技期刊的附属品.
然而,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科技发展和

科技期刊的改革,在目标虚高和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

下步入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时代[１０].一时间,为了

“国际化”和一刀切的“转企改制”,对中国科技期刊尤

其是中文期刊的指责甚嚣尘上,这种失之偏颇的政策

导向,导致国内优秀科技论文大量外流,给绝大多数中

国精品科技期刊带来了高水平稿件匮乏和优秀编辑人

才流失的双重伤害[１１],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优秀科技

期刊已经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如今部

分的中国科技期刊,正走在一条无关“本土情怀”、急速

“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道路上.笔者以为,尽管所

处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应恪守编辑最重要的

素质:不满足现状,着迷于探索周围的世界,有强烈的

好奇心,会热切地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不仅如此,
还能将这种好奇心转化为吸引人的文章构思.

最近国内某知名媒体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２０１６
年国内十大医学新闻(事件)”“２０１６年国际十大医学

新闻(事件)”评选,编辑的职业习惯使自己发现其中非

常奇怪的现象,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笔者统计发现:
所有入围的４０项候选项目,无一刊登在中国的期刊

上,这无疑给那些自以为是的办刊人当头棒喝,尤其是

令那些在期刊评价指标上看似高水平且自以为跻身世

界一流期刊行列的中国英文刊物情何以堪[１２].这些

耗费国家巨大财力、凝聚着我国杰出科技工作者智慧

并代表国内最高医药研究水平的研究成果,其首发权

均被我们无偿地拱手奉送给国外期刊.在倡导国际化

的今天,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采取这种方式在全球科技

界彰显自己的国际主义精神吗? 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

我国科研管理部门、科技工作者及办刊人深思吗?[１３]

回溯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历程,实践证明,中国科技期

刊如果也一味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是绝对没有前

途的!”[１４]针对目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要想中国的科

技期刊早日步入世界名刊之列,迫切需要身处逆境的

办刊人敢于担当,韬光养晦并砥砺奋进,只有坚持不忘

初心方能力戒好高骛远.

４　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针对现状,笔者及国内多位同人曾从体制机制、政
策导向、评价机制等多方面进行过探讨[１５１９],并锲而

不舍地不断给有关部门上书,为改变现状而奔走呼吁,
甚至借助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过多种建设性

的提案和议案[２０].但平心而论,以往很少涉及对科技

期刊编辑自身的建议,故在此仅就我们的时代使命发

２



　第１期 游苏宁:把优秀论文刊登在祖国的期刊上:科技期刊编辑的时代使命

表自己的管见.
作为一位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愈３０载的资深

办刊人[２１],笔者深知,一本名刊的打造绝非一日之功,
期刊百年老店的荣耀是历代先哲和衷共济、勠力同心

的结晶.就科技期刊的编辑而言,亘古不变的使命是

组约到优秀的稿件、尽己所能使其尽善尽美并将其及

时发表,这是期刊走向成功的关键.正如李克强总理

所言:“中国制造”的质量革命,要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和工艺创新,其中关键是以客户为中心[５].对照今

日的中国科技期刊,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以作者为中心,
通过编辑的努力使得作者乐于将自己优秀的科研成果

投给我们.最近有幸读到美国作家司各特伯格所写

的传记«天才的编辑»一书,大有醍醐灌顶之感[２２].该

书为读者展现了美国出版史上最著名的文学编辑珀金

斯精彩纷呈的一生,他以发掘并培养出菲茨杰拉德、海
明威和沃尔夫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和出版«了不起

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老人与海»等文学经典佳

作而闻名于世.珀金斯[２２]坦言:一个作家最好的作

品,完完全全来自他自己.我们必须牢记编辑并不给

作品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我们应该铭

记:落在纸上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作者的内心和灵魂.
不要试图把编辑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作者的作品中,也
不要改变作者的风格.在网络发达、信息碎片化的当

下,充满睿智的人依然相信出版物历久弥新的魅力.
在«编辑人的世界»一书中,主编格罗斯[２３]指出:

编辑其实是一群热情地献身于工作,富于爱心的专业

人士,他们关怀作者,愿意全力以赴协助作者找到最有

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内容,以及尽可能触及

最广大的读者.自古以来编辑的行业共识是:优秀的

编辑应该是作者们“矢志不渝的朋友”,给作者毫无保

留的支持和创造性的意见,并与他们共渡写作的难关.
对当下的中国科技期刊,很多人都在奢谈创新,窃以为

创新永远面临着工作流程、组织结构、设备、软件以及

无形的内部藩篱的挑战.也就是说,创新的想法总是

死在到来的路上.我认为,进入２１世纪,编辑必须是

一个灵活、多才多艺的数字原居民,他在不断学习新技

能,并且愿意尝试任何事情、以任何形式创作内容,从
而满足读者每天在不同时刻、不同平台上对内容的复

杂追求.如今,我们推崇工匠精神所倡导的执着和专

注,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是强调持续推陈出新.优

秀的编辑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不断

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塑造自己[２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时至今日,打造一本优秀的期刊并非只依靠个别编辑

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各怀绝技且高度协同的和谐团

队.优秀的编辑并不只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

瓦上霜”,而应该在弘扬业精于勤的同时,倡导分工协

作,相互提醒,相互补位,通过各有所长的同事与和衷

共济的努力携手打造优秀的期刊.

５　曙光初现且前程光明

　　笔者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加上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突飞猛进,我国科技工作者放眼天下的胸

怀日益宽广,身居陋室而知晓天下的欲望也与日俱增.
面对国内建设和国际竞争的现状,如何才能处理好优

秀稿件的去留,笔者赞同何传启[３]的观点:从事基础研

究领域的科技人员,要追求真理和知识,敢为人先,做
出原创性贡献,把论文发表在世界最好的杂志上,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把中国人的名字写进世界科学

殿堂;工作在应用和开发研究领域的科技人员,要服务

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大胆发明和勇于创

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解决我国现代化建

设的关键科技问题,既为中国发展作贡献,也为人类文

明作贡献.笔者以为,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与
把科技论文发表在世界顶尖的期刊相比,将其刊登在

祖国的期刊上对我们更为重要.这不仅仅是习近平总

书记的期待,也是中国期刊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虽然身处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我认为在每一

位真正的期刊人身上,都有一个自由不羁的灵魂.尽

管未来变幻莫测,但期刊人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永远

不会泯灭.在中国打造世界一流期刊是我辈的梦

想[２５].较之于前辈,我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开

放的眼光,更宽广的文化包容,更敏锐的市场意识.更

为重要的是,我们成长在一个更加重视文化发展、更加

注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迎接挑战几乎是我辈的

一种本能,因为没有事业理想和创造激情的人生,对我

们而言只能是残缺的人生.笔者在此愿以曾使自己感

动不已的«２０１５世界杂志媒体创新报告»的结语与同

道们共勉:我们相信期刊是人世间最好的礼物,它们唤

醒人们的想象力,点燃心中的激情,并留存于我们的脑

海之中;它们有大众感染力,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取悦

难以取悦之人;期刊使我们的飞行时光变短,使周末的

午后变得更为懒惰,使艰辛的日子充满欢乐;无论何

时,阅读期刊都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生活[２６２７].作为

一名恪守以“双高”“双效”“双爱”[９]为目标的期刊人,
只有不忘初心,牢记科技期刊“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２８]的宗旨,
才能力戒好高骛远,在有中国特色的期刊发展之路上

行稳致远.

　　衷心感谢«编辑学报»主编、资深办刊人陈浩元编

审的命题约稿及有益讨论!

３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９卷

６　参考文献

[１]　新华社评论员．吹响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号角:一论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EB/OL]．(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３)[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８]．http:∥www．
xinhuanet．com/syzt/xhsply２０１６０６０３/index．htm

[２]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EB/OL]．(２０１６ ０３ １８)
[２０１６１２ １８]．http:∥politics．people．com．cn/n１/２０１６/

０３１８/c１０２４－２８２０７９４４．html
[３]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EB/OL]．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１]．http:∥theory．gmw．cn/２０１６ ０６/１１/

content_２０４９８９３５．htm
[４]　李克强力倡“工匠精神”,入选２０１６年十大流行语[EB/

OL]．[２０１６１２１７]．http:∥jx．people．com．cn/n２/２０１６/

１２１７/c１９０３１６ ２９４７５８５３．html
[５]　陈强．倡导“工匠精神”重塑“做事文化”[N]．解放日报,

２０１６０３２９(４)
[６]　从６１份科研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看中国科研不良风

气[EB/OL]．[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３]．http:∥ www．toutiao．
com/i６３６３４４７２２６８６９４８１９８５/

[７]　敬一山．严惩学术不端 净化学术空气[N]．光明日报,

２０１６１２１６(３)
[８]　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１５:２２
[９]　 游 苏 宁．不 忘 初 心 行 稳 致 远 [J]．编 辑 学 报,２０１６,２８

(４):３０７
[１０]游苏宁,陈浩元．立足本土力挺主业,面向世界勇立潮头

[J]．编辑学报,２０１５,２７(１):１
[１１]游苏宁．网络时 代 秉 烛 前 行 [J]．编 辑 学 报,２０１５,２７

(６):５１１
[１２]游苏宁．中国科技期刊切莫“东施效颦”[N]．医师报,２０１６

１２０８(８)

[１３]游苏宁．对科技期刊国际化有关问题的反思[J]．编辑学

报,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１４]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http:∥culture．people．com．cn/n/
[１５]游苏宁,石朝云．我国科技期刊的内忧与外患[J]．编辑学

报,２０１１,２３(３):１８９
[１６]史红,包务业,游苏宁．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中的有关问题

探讨．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４):３１３
[１７]游苏宁．期刊国际化应选择恰当的参照物．中国科技期刊

研究,２００５,１６(５):５４５
[１８]游苏宁．中国科技期刊的追求和出路．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２００９,２０(３):３９０
[１９]游苏宁．光荣与梦想．编辑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１):１
[２０]王小同．堵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漏洞 提高科技学术

期刊质量[J]．编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２):９５
[２１]游苏宁．择良而栖三十载,为人作嫁不归路[J]．编辑学

报,２０１３,２５(１):９６
[２２]伯格．天才的编辑:麦克斯  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

[M]．彭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３]游苏宁．编辑职业生涯中必读的经典之作:«编辑人的世

界»读后感[J]．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５):３８６
[２４]王 栋．对 话 美 国 顶 尖 杂 志 总 编 [M]．北 京:作 家 出 版

社,２００８
[２５]游苏宁．应更有效地利用国内的研究成果[J],科技导报,

２００７,２５(１０):７１
[２６]森纳,威尔普斯,吉纳,著．２０１４世界杂志媒体创新报告(中文

版)[M]．李鹏,谭海燕,译．北京:中国期刊协会,２０１６
[２７]游苏宁．令人脑洞大开的«２０１５世界杂志媒体创新报告»

[J]．编辑学报,２０１６,２８(２):１９９
[２８]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A/OL]．[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８]．http:∥
china．caixin．com/２０１５０３１３/１００７８０８４０．html

(２０１６１２１８收稿;２０１６１２２６修回)



«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第２版)出版

李兴昌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写作与编辑»(第２版)已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出

版,全书约４７万字.
该书以最新的国家标准为依据,融会了作者的工作经验,全面、具体而简明地阐述了科技论文规范表达的文

字细节和技术细节,包括科技论文的撰写格式,量和单位、数字、外文字母、数学式和化学式等的正确使用,图表的

合理设计,科技语言和标点符号的规范运用,以及作者与编者关系的正确处理等.该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说理

清楚,编排得体,正反实例兼备,写作与编辑经验并存,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该书适合于科技论文作者和科技论著及教材编著者阅读,也可供科技书刊编辑人员使用.

(舒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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