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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学术期刊编辑群体的压力管理

邢　运　凯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３１００１８，杭州

摘　要　在科技期刊数量多、出版周期缩短、优质稿源流向核心
期刊、同质期刊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科技学术期刊编辑人员面临

工作成就感、社会认知度、职业环境、职业氛围、业务技能等不同

方面的压力，产生焦虑、冷漠、职业倦怠等诸多不良心理，并内化

为工作常态而影响期刊质量，因而应建立压力管理机制，进行环

境优化、认知导向纠正、情绪调节、工作方式改变等方面的干预。

关键词　科技学术期刊；编辑人员；压力管理
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
ＸＩＮＧＹｕｎｋ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ｒｉｓｓｕ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ｐｅｒｓｆ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ｅｄｉｔｏｒｓａｒｅ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ｅｎｓｅ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ｅｖｅｌ，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ｐｏｏ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ｒｅｅｒｂｏｒｅｄｏｍ．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ｍｏｏｄ
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３１００１８，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由于学术论文本身对编辑人员学者化、专家化的要

求，编排规范对编辑业务低差错的要求，以及部分科技期

刊编辑人员在某些环境中被边缘化的客观现实，使得科

技学术期刊编辑面临着由职业和岗位带来的心理压力；

因而，结合期刊编辑的职业特点及其群体特点，对他们进

行压力管理，通过干预或疏导以有效降低压力，是保证编

辑队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１　编辑压力成因分析

１１　编辑工作特性的情绪反应　科技学术期刊编辑
工作的特性可以用以下几个“固定”来概括：出版周期

固定，期刊栏目固定，编辑流程固定，编排规范固定，编

辑人员固定，工作交流方向与直径固定。这种以固定

为主要特征的工作特性，使得科技学术期刊编辑这一

特定群体远远比不上其他期刊编辑人员的工作那么丰

富而有所变化。此外，由于编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

业，其工作特点是以他人的劳动成果为基础的，在道德

选择与评价上具有明显的利他性，编辑付出的大量隐

性劳动，不能以一种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渗透于

作者的作品之中［１］。这种单一的工作节奏、固化的工

作程序和模式，以及“替他人作嫁衣”的失落感，使编

辑们容易出现情绪上的异化，并表现为外在的压力。

１２　编辑岗位现状的集中反应　期刊编辑岗位现状
的集中反应主要从２个层面得以体现。第１个层面为
编辑部外部的竞争诱因。以核心期刊对非核心期刊的

挤压最为明显，在核心期刊成为重要的学术刊期评价

指标的背景下，占全国科技期刊总数８０％以上的非核
心期刊由于优质稿源的流失而显得处境尴尬。第２个
层面是编辑部内部的管理诱因。奖励机制缺失，不能

人尽其才，编辑管理不人性化，编辑部人际关系紧张、

和谐度不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压力。

２　编辑压力的表现

２１　工作对象属性繁杂带来的情绪压力　编辑工作
对象的属性主要包括稿件的质量，作者、读者的价值观

念、性格特征等。由此带来的压力如下。

１）低水平稿件带来情绪压力。稿件文字表达晦涩、
层次不清、各种符号与参考文献等表达不规范，甚至出现

一些低级的常识性错误，编辑就会因为工作精力的空耗

形成失落的心理，进而转化为厌倦甚至愤怒的情绪。

２）不同个性的作者、读者带来情绪压力。不同作
者、读者的个性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编辑的工作情

绪。对于个性特征较为健全，对编辑工作尊重、理解和

配合编辑工作的作者和读者，编辑的工作情绪会受到

正面的影响并产生良性互动；但是，并非所有的作者和

读者都能理解并尊重编辑的劳动，当遇到此类作者和

读者时，编辑的自我效能感就会降低，进而表现为灰

心、气馁、懊恼等情绪方面的压力。

２２　工作负荷沉重带来的情绪压力　随着社会信息
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编校一体化的工作模式日渐普及，

带给编辑的技术压力也使编辑的工作压力日益加重。

编辑不仅整日高负荷运转，还要挤出部分时间弥补信

息知识的不足。很多编辑因“身兼数职，工作量大，体

力过分消耗，心理健康很受影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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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社会环境压力　一方面，“编辑无学”的看法形
成行业歧视，带给编辑人员长期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另

一方面，有偿稿件、人情稿、关系稿等也使编辑容易迷

失最基本的识别能力，形成职业困惑。越是责任心强

的编辑，越容易受到这种压力。

２４　编辑部环境压力　编辑部环境是编辑与职业、岗
位关联最为密切的环境，直接影响编辑的工作情绪和

工作质量；因此，编辑承受的压力，也在这一环境中得

到集中体现。

２５　追求完美带来的心理压力　编辑工作是一种带有
明显的“遗憾”特质的工作，再权威的期刊也会出现瘕疵

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从编辑学的发展规律看，编辑能力

也是在不断地修正编辑业务缺失、总结经验和业务要领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编辑的责任意识和科技期

刊载体的不可弥补性，使得编辑们在编辑业务中有了追

求完美的心理特点，从而造成极强的心理压力。

２６　舒缓情绪渠道不畅带来的压力　编辑工作环境
相对闭塞，与编辑出版界以外的群体交往不多，加之编

辑工作经常为保证按时出版而加班加点；因此，编辑跟

外界交往和沟通的范围及机会远比不上其他某些职

业，在繁重的编辑任务的压迫下，紧张的情绪无处宣

泄，巨大的心理压力无法化解，加上人际关系冷漠，形

成巨大压力，使得编辑产生情绪“饥渴”，表现出孤独、

郁闷、烦躁不安，等等。

３　压力管理的途径与对策

　　美国心理学家凯伦霍妮在揭示和诊治人的病态心
理的过程中，发现了社会文化环境的缺陷，指出了文化

困境和病态生活方式对个体心理成长的危害［４］。学术

期刊编辑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成，有着特定的职业工

作环境，这种工作环境也对编辑的心理造成了上述的种

种压力；因此，科技学术期刊的管理者及编辑部应通过

各种途径并采取科学的对策来改善编辑工作环境和调

适个性行为，以减缓甚至消除各种压力。

３１　引导编辑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升
编辑的精神境界　一个人所面临的压力及由压力而引
起的情绪状态通常是由他对现实事件的态度所决定的，

编辑的压力及其情绪应激反应是以他对工作和人生的

态度为基础的。编辑看到出自自己之手的学术论文因

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有助于展示学术前沿

的思想和成果，有助于培养和发现人才而感到自身的社

会价值，并因此而体验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因此，编

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是编辑情绪自我管理的基本策略。对于每个具体的人，

他都是“社会人”“自我实现人”，都有思想、欲望和追

求，他的行为动机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有

自我潜能挖掘的最大化、满足社会需要的最大化［５］。

３２　建立编辑人员的压力沟通机制　良好的沟通有利
于疏散过度压力，疏通压力释放渠道，释放编辑人员的

不良情绪。深度沟通可以建立共识，有利于沟通双方分

解并减轻甚至消除压力。期刊编辑在进行职务行为时

出现困难，造成一定的心理困扰或不良情绪，组织和领

导在第一时间给一定的帮助支持，使受压人感觉到自己

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组织和团队的力量在做后盾，这

对缓解编辑人员的工作压力具有良好的效果［６］。心理

学中的情绪管理理论也证明，工作支持和工作压力呈现

反比例对应关系，有效环境内给予的支持度越高，工作

压力就越小，形成的压力就越容易得到舒缓和化解。

建立良好的绩效反馈机制也是一种良好的沟通。

由于编辑业务量化考核难，工作业绩具有模糊性、滞后

性和群体性的特征，科技学术期刊管理者应根据编辑

业务的这一特点，树立正确的编辑业务绩效观，除按科

学的量化指标对期刊进行考评外，还要建立动态的编

辑人员业务绩效考评机制，帮助他们消除紧张情绪，使

其及时了解其工作绩效及上级对其工作的评价。

３３　编辑自身选择适当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化解
压力　科技学术期刊编辑自我减压的路径包括：１）尽
可能编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论文，减少因专业隔膜造

成的工作难度。２）科学地安排工作进度。制订科学、可
行的工作计划，使整个工作有张有弛。３）合理安排自己
的审稿、编校及其他工作，有效避免时间空耗和工作低

效。４）提高心理保健能力，学会自我放松，缓解压力。
客观地对待工作压力，采取积极面对的态度，从而克服

畏惧情绪，取得心理上的优势［７］。养成良好的、健康的

生活方式，通过种种有意义的活动帮助释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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