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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应设置《更正》栏目

王　桂　珍
（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５２８０００，广东佛山）

摘　要　调查了２０７种广东省科技期刊设置《更正》栏目的情
况，分析了许多期刊不设此栏目的原因。认为更正应当成为科

技期刊的自觉性和常规性行为，设置《更正》栏目能够折射期刊

负责的态度，反映期刊良好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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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的含义是改正已发表的谈话或文章中有

关内容或字句上的错误。及时的更正能够消除不良影

响，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１　关于《更正》栏目的调查

　　近年来，报纸新闻更正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更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么，科技期刊《更正》栏目

的现状如何呢？笔者选取广东省２０７种科技期刊作为
调查源期刊，均为２００６年出版。其中：学术类１１７种，
占５６．４％；技术类４５种，占２１．７％；综合指导类１４种，
占７％；科普类３１种，占１４．９％。

调查发现：编校质量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仍然

存在不少差错，而对重大的差错，许多期刊并没有及时

刊登“更正”；专门设置《更正》栏目的期刊数为０。
各期刊没有专门设置《更正》栏目，原因有二：一

是缺乏自我纠错意识，作者、读者反映有差错时，刊社

多方推诿，敷衍塞责，不敢于公开纠错；二是虽有纠错

意识，但对于各类差错也只是作内部通报处理，显然，

“内部通报处理”无法在期刊与读者之间达成直接而

坦率的互动［１］。刊社之所以不敢承认错误，不敢公开

纠错，主要是受“家丑不可外扬”“无错不成刊”等思想

的影响，害怕“更正”会降低期刊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

的名誉和地位。

２　设置《更正》栏目的必要性和意义

　　科技期刊是传播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的重要载
体，是广大科技工作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用于指导

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实际工作［２］。科技期刊知识内

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评价其质量的主要指标。从理

论上讲，期刊编辑出版中的差错是完全能够避免的，但

是，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会发生各式各样的差错。有了

差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承认，要纠正，一些重大的

差错应当公开“更正”。

设置《更正》栏目至少有下列必要：

１）及时发布对重要差错的更正，可以降低甚至消
除由差错造成的对读者和作者的不良影响；

２）有了这一栏目，可随时提醒编辑人员认真细致
地做好每一项编辑工作，尽可能不让此栏目有“丰富”

的内容；

３）集中刊登“更正”，便于读者纠错；
４）有了这一栏目，可使编辑自行纠错制度化。
５）设置《更正》栏目，能够折射期刊负责的态度，体

现编辑人员的职业道德，有利于树立期刊的整体形象。

设置《更正》栏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是强化科技期刊办刊原则和职业道德的必然
要求与体现。科技期刊肩负着传播科技信息的重任，

它发表的文章必须准确无误，否则将会对作者、读者、

科技期刊自身以及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危害。

虽然科技期刊在出版之前，都经过编辑的认真编校，但

仍有些令人遗憾的差错，出了错就要勇于认错，应本着

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及时予以更正。

严于律己的《纽约时报》凭借其近乎苛刻的更正

制度独树一帜。它在第２版设有《更正》栏，专用于更
正事实错误，还有“编者的话”，专注观点的不公正、不

平衡。《纽约时报》的更正体制充分体现了一份知名

大报的新闻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３］。《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为了对同行评议、编辑、校对、审读、文章价值

等进行跟踪报道，特设《更正与说明》固定专栏，包括

“事实纠错”“文字更正”“解释说明”等３个子栏目，不
仅对前１期或近期出现的事实错误和文字差错进行更
正，就引发歧义或晦涩难懂之处做解释说明，而且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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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学术水平等进行讨论［４］。这些做法都很值得

我们科技期刊学习和借鉴。

２）是获取读者信任的合理途径。科技期刊的办
刊目的就是要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期刊

没有受众，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要获得受众就

必须赢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在不可能完全消灭差错

的情况下，赢得好感和信任的重要因素是给他们留下

诚实可信的印象。如果刊登的文稿有错误不改正，坚

持错误，恰恰是把“不真实”与期刊联系在一起。知错

就改才会取信于民，才能赢得作者和读者的理解和支

持。我们应当认识到，《更正》栏目不是耻辱柱，而是

编辑们勇于改正错误的光荣榜，也显示了对读者负责

的态度。对读者负责，实际上是对自己刊物的声誉负

责，是对自己期刊的生命负责。在目前期刊市场竞争

激烈的情况下，保证期刊的高质量，把最好的文章奉献

给读者，是在竞争中获胜的最重要的因素。

３）是避免著作权纠纷的可靠手段。在所查阅的
期刊中见到这样一则《来函更正》，内容大致是编辑删

节了文稿中不该删节的部分重要内容，故补上被删去

部分。还有一则《本刊启事》，其内容是：由于时间仓

促及编辑工作的疏漏，未经专家确认，×××教授讲授
的一些内容出现了偏差，现对 ×××××中的几个问
题进行更正和说明。更常见一些《本刊更正》，更正的

是作者姓名、作者单位之类的。对于期刊上的种种差

错，《出版管理条例》第２８条规定：“报纸、期刊发表的
作品内容不真实或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有关出版单

位更正或者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其近期出版的

报纸、期刊上予以发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５］因此，在可能引起著作权纠纷的

情况下，对刊登的失实或不当内容若能主动更正，等于

积极地为相关人员恢复名誉，这常常会使他们心理上

感到某种满足，从而避免可能被诉讼。

４）是增强期刊编辑人员责任意识的有效方式。
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者的素质结构中，责任意识占有

重要地位。通过发现工作中的失误，并及时加以纠正，

可以使自己时刻保持警惕，这是增强责任意识的有效方

式。设置《更正》栏目，更正差错，致使产生错误的责任

人怀有愧疚心理，从而促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犯

同样或类似的错误，这对其他人员也有警示作用。

其实，要提高期刊的编校质量，措施是多种多样

的，但关键还是人的因素。再好的措施，也需要人去落

实。只有编辑人员以强烈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对待编校

工作，养成严谨的治学作风，凡是编校过程中碰到的疑

难问题，都要及时查对、核实，或者向作者请教、与同事

商讨，才能保证期刊的编校质量，消除或减少差错。

３　设置《更正》栏目应采取的措施

　　期刊社或编辑部一定要设立自我纠错的编辑制
度。通过实施这一制度，期刊编辑人员不再会因工作

的疏忽懈怠而使期刊出现大量的差错。长期保留这一

栏目，实际上就等于构成了组织制度的一部分和编辑制

度的一部分，构成了科技出版的“纠错”机制。《更正》

栏目是期刊纠错制度化的体现。其功能就是对前１期
出现的错误或失误进行明确、规范的“更正”或“说明”。

《更正》栏目的信息，可以广泛地来自作者、读者

（通过公布电子邮箱地址、电话等接受有偿投诉），也

可以来自期刊内部（通过外部审读及内部交叉审读），

或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一旦被指出并确认是“错

误”，刊社就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并立即指定有关

编辑人员在下一期中予以纠正。如果“更正”不及时，

广大读者对错误信息就会因时间的延长而失去记忆，

“更正”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效果和本来的意义。其实，

来自各方面的反馈信息，在有了这一栏目的情况下，不

仅可以容易地抵达刊社，而且经核实和编辑，又被传播

给受众———这就形成了更准确、更全面的信息的良性

循环，形成刊社与受众之间的信息共享。科技期刊社

或编辑部作为信息流通的中间环节，并不是信息流通

的终点，而信息共享不仅是科技信息传播的目的，而且

是信息传播的实际过程和实际效果。

为了办好《更正》栏目，还应当制订规范的“更正”

写作模式。在所查阅的期刊“更正”中，有些并未说明

原来何处出错，只是列出更正的内容，这样做很容易使

读者产生误解；所以，对于需要更正的内容，首先要具

体地写出差错所在，接着说明正确的应当是什么。只

有这样，才能使“更正”收到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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