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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绩效编辑团队的构建

侯倩倩　徐世艳　吕　珂　安载学
（农业科技管理编辑部，１３００３３，长春）

摘　要　在分析团队定义及特点的基础上，探讨构建高绩效编
辑团队的意义：有利于整合人力资源，增强期刊的竞争力；有利

于提高办刊质量，出精品期刊；有利于编辑人员素质尽快提高。

高绩效编辑团队的构建思路是：加强文化建设，弘扬团队精神；

确定目标并及时调整近期目标；建立不断进取的学习型的编辑

团队；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编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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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团队的定义说法不一。Ｆｒａｎｃｉｓ和Ｙｏｕｎｇ把团
队定义为：“由人组成的充满能量的群体，人们努力完成

共同的目标，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彼此很好地协作，从而

实现高质量的成果。”［１］团队区别于其他的群体有如下

的特点：团队强调集体绩效，有共同的目标；团队的作用

往往是积极的；团队中各成员的技能是相互补充的［２］。

１　构建高绩效编辑团队的意义

１１　高绩效团队的特点　高绩效的团队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团队独特的优势，也能最大限度地消除阻碍团

队目标实现的因素。其特点如下。

１）共同的目标。团队因工作目标而产生、而存
在。共同的目标把团队的成员凝聚在一起，团队成员

的个人目标与团队的共同目标相关联，并统一承诺团队

目标。为实现团队目标，高绩效团队的成员能表现出高

度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团队成员融入团队之中，把自己

是团队成员的身份看作是自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２）开放支持的氛围。在高绩效的团队里各成员
之间人际关系良好 ，所有成员都能感觉到自己与其他

成员是平等的。在高绩效团队里，在决策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协商和民主的方式，团队成员都能

积极参与，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由某个人控

制，团队成员的正确意见都能被采纳［３］。

３）和谐的人际关系。在高绩效团队里，成员之间
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支持，真诚相待，

并对团队其他成员的品德和能力深信不疑。

４）不断进取。高绩效的团队在教育和培训方面
保持大量持续的投入，团队成员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素

质和能力，保证团队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促进团队良

性发展［２］。

１２　构建高绩效编辑团队的意义
１）有利于整合人力资源，增强期刊的竞争能力。

在一些复杂的科学实践中，个人的努力难有大的作为，

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家之间的广泛接触与合作。据统

计，在诺贝尔奖金设立后的第１个２５年，合作研究获
奖者占获奖人数的 ４１％，第 ２个 ２５年这个比例为
６５％，第３个 ２５年则上升到 ９７％。可见，组成团队
后，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潜能，就能增加团队的战斗

力，就能使个体的知识能力产生１＋１＞２的团队功效。
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和信息，无论知识多么渊博的编

辑，其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同专长、不同知识结

构、不同分工的编辑只有密切合作，及时沟通，做到信

息资源、思想资源、能力资源共享，才能壮大编辑团队

的实力，增强刊物的竞争力［４］。

２）有利于提高办刊质量，出精品期刊。没有高素质
的人才就不可能办出高水平的期刊［５］。一篇学术质量较

高的论文，经过编辑加工整理之后便集学术性、科学性、

逻辑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分工和合作是编辑工

作的内在要求。如果只分工不合作，策划编辑、文字编

辑、美术编辑等只各负其责不进行交流和沟通，就会在工

作中出现推诿、扯皮和脱节现象，生产不出精品期刊。

３）有利于编辑更加快速、健康地成长。人的知
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往往具有局限性，编辑在高绩效团

队的平等、民主、自由、活跃的氛围中进行交流、讨论，

容易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思维方法，不断克服自身的局

限性，有利于快速提高自身的水平和能力［６］。

２　高绩效编辑团队的构建思路
２１　加强文化建设，弘扬团队精神　高绩效的编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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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其强大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全体成员整体的合力，而

不是个别人超群的能力。关键的是团队精神，团队精

神是全局观念、合作意识和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是高

绩效编辑团队的灵魂。加强文化建设可以弘扬团队精

神。通过提倡编辑团队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可激发

主人翁责任感，增强对团队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通过

充分尊重每位编辑的成绩和贡献，可满足其成就感；通

过采用协调和共同参与的方式，可获取全体成员的智

力，形成巨大的向心力；通过关心每位编辑的需求，特

别是职业成长的需求，给予“家”的关爱，可增加其集

体归属感；通过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温馨、和

谐的人文氛围，可使成员能够畅所欲言，积极主动地工

作：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团队高绩效的产生［８］。

２２　确立目标并及时调整近期目标　一个振奋人心、
有吸引力的目标，可增强编辑团队的凝聚力，使其结为

利益共同体，让每个成员能自觉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工作；因此，必须设置较高的目标承诺，以引领团队前

进的方向，激发团队成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７］。

办精品期刊，是《农业科技管理》编辑部的奋斗目

标。为此，编辑部把提高影响因子作为工作目标。

２００６年，修改了《投稿要求》，对刊物的版式作了重新
设计，对论文的编排格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３次调整了论文的文献数量，分别
由不少于５篇增加到７篇和１０篇。如此循序渐进地
调整近期工作目标，《农业科技管理》的影响因子逐年

上升，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３４７升至 ２００６年的 ０．６２５和
２００７年的０．８７９，影响力也在逐年扩大。
２３　建立学习型编辑团队 　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可使
组织内的全体成员通过不断学习，突破自己能力的上

限，取得更大的成绩。据国外研究机构测算，现在人们

原有的知识正以每年５％的速度不断“报废”，如果不
随时更新和补充，１０年后就会有５０％的知识变得陈旧
和老化。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工作４０年，其更新的
知识量会占到他全部知识的８０％ ～９０％，这些新知识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获得。编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

编辑人员必须是终身学习者［９］。

《农业科技管理》编辑部现有８位在职和兼职人
员，其中博士１名，硕士４名，３人在在职攻读硕士学
位。为了加强对编辑人员的继续教育，编辑部有计划

地安排每位编辑参加编辑业务培训班和编辑学术会

议，还鼓励参加专业学术会议。此外，为了鼓励编辑多

写论文，不管是编辑方面的还是专业方面的，凡发表者

都给报销版面费。

２４　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编辑团队　健康、和谐的人
际关系能使团队成员之间从生疏到熟悉，从提防到开

放，从排斥到接纳，从怀疑到信任［１０］。和谐的编辑团

队表现在主编与编辑之间，编辑与编辑之间相互尊重，

互相理解，相互支持，既有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充分

展示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平台，又有成员之

间的相互配合，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相互促进的团队

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编辑的工作热情，充分发

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农业科技管理》主编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日常工作繁忙，但他经常抽出时间参与编辑部的工

作，审阅有争议的稿件，决定编辑部的重大事宜。副主

编主持日常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会议，把自己掌握

的各种信息，如工作计划、上级部门有关出版的政策，

以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及时传递给编辑人员，同时

听取编辑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不仅能使自己及

时了解各个编辑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而且能使

编辑之间保持一种良好的信息互动状态，保证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团队负责人在生活上对每个成员更是体

贴、关心，帮助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这样，编辑团队

全体成员就能集中精力，热情饱满地投入工作，保证期

刊健康、有序地发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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