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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期刊应争取与出版社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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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专业期刊与出版社形成良性互动的几个层次：１）
业界信息的交流；２）期刊为出版社刊登书讯；３）作者信息的交
流；４）经营理念的交流。指出专业期刊应争取与出版社互动，
通过互动，期刊与出版社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成为很好的合作

伙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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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期刊社与出版社所出产品有较大差别，编辑的

工作模式也有所不同，但期刊社与出版社之间也有相通

之处，比如都需要与作者联系，都需要组稿（文章和书

稿），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也都为对稿件的编辑加工；因

此，如果专业期刊与出版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则双方

都会得到促进。这种互动体现在如下几个层次上。

１　业界信息的交流

　　由于期刊相对于图书表现出较强的时效性，所以，
专业期刊中的行业信息栏目是值得出版社编辑关注的

信息来源。一般的专业会议、展览、学科发展动态等都

会在期刊上有所体现，而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更是会

在第一时间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出版社编辑

需要及时跟踪信息，跟进行业会议，以寻找作者、策划

主题，而期刊编辑也必须关注行业内的新书动态，以发

现行业的学术动向。相对来说，出版社编辑参加行业

会议的机会少于期刊编辑，因此，可以多与期刊编辑交

流。通过交流，双方编辑都能获得较好的稿源，而且稿

件质量一般优于自由来稿。例如，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２００９年会于９月１１—１３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年会开

展了论文征集活动及“２００９年会优秀论文”评选。《中
国园林》学刊在３月刊登了论文征集的信息，而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对这一信息进行了关注和跟进。９
月，《中国园林》刊登了获一、二、三等奖的文章［１］，中

国建工出版社则出版了年会论文集。

这种交流还能实现出版成果的转换。专业期刊上

会有一些连载的论文，如果体系完整，读者反映良好，

当连载完成后，可以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例如，《中

国园林》从１９９８年起连载章俊华撰写的《规划设计学
中的调查分析法》，主题名相同，副题名为具体方法，

如“交叉集算法”“层次分类分析法”“多重比较法”

等，共２０篇。后经中国建工出版社编辑邀约，章俊华
对这２０篇论文进行整理，形成《规划设计学中的调查
分析法与实践》［２］一书，书中各章节即由这２０篇论文
构成。文章汇集成册，便于读者进行集中研究，也便于

作为资料保存。同时，这也是对作者科研成果的一种

肯定。出版社的编辑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完成

策划选题及出版工作，更是实现了“两个效益”的双赢。

再如，期刊有一些好的栏目，在经过数年的积累

后，也可以进行整理，以书籍的形式再次出版。例如，

《中国园林》的《名家名作》栏目，从２０００年至今，有２５
篇文章集中介绍了多位风景园林界国内外著名设计师

的生平及作品，如《以色列风景园林设计先驱———施

罗墨·阿龙森》等，在行业中属于全面、系统的珍贵资

料，引用率较高，读者反响也不错，若以《风景园林世

界名人录》的形式结集出版，将会是个很好的选题。

近日，中国林业出版社正在与《中国园林》杂志社洽谈

合作事宜。为了配合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第４７届
大会２０１０年在苏州召开，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将《名家
名作》栏目中的１４位中国老前辈的文章汇编成《中国
风景园林名家》［３］，更好地向国内外宣传那些曾在特

殊历史条件下独步于世界风景园林之林的中国老专

家。又如２００７年，《建筑师》杂志成立２８周年之际，
按类别挑选出一些发表过的文章，出版了一套建筑系

列丛书 （共 ５册），分别为《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路上
（Ⅰ）》《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路上（Ⅱ）》《国外建筑大师
思想肖像（上）》《国外建筑大师思想肖像（下）》《逝去

的声音》。这套丛书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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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期刊为出版社刊登书讯

　　科技期刊设置图书评介栏目，可以更充分地发挥
科技期刊传播科技信息和科技成果的作用，发挥科技

普及功能，开拓读者市场，提高期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４］。例如，《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国际著名科技期
刊都十分重视图书评介，设有固定的栏目，刊登评介文

章，已成为这些著名期刊的品牌栏目［５］。作为专业期

刊，针对一些影响较大的专著，可以约请专人撰写书

评，或者刊登大家为专著所写的序言，既能为专著作宣

传，也能丰富期刊内容。例如，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副总工程师张浪，在中国建工出版社出版的《特大

型城市绿地系统布局结构及其构建研究》一书，邀请

孟兆祯院士和程绪珂先生为此书写序，《中国园林》学

刊则及时刊登了这２篇书序［６］，读者反响很好。

专业期刊还可在行业信息栏目里开辟书讯栏目，

为出版社的新书作宣传。例如，《中国园林》杂志社与

行业内的中国建工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每期刊登一两部新近出版的专著的书讯，

文字比较简短，３００字左右，介绍专著的主要内容以及
作者信息等，同时配发书的封面，但不作销售型宣传。

从这几年的反馈来看，读者比较满意，因为专业图书广

告目前不太普及，读者希望通过期刊这一渠道了解行业

的新书动态。曾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专业

书籍的购买渠道。杂志社也有所收获，能在第一时间了

解图书出版的动态，并取得一些新书作为样书，可供编

辑参阅。而出版社收获最大，因为借助专业期刊的高发

行量，以及普及面广，具有定向、定期发行的特点，所出

新书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出版社也可以选择在专

业期刊上刊登广告，此种广告的信息专业性强，有针对

性，读者接受程度高，因此，效果好于其他形式的广告。

又如，《科技导报》的《书评》《图书推介》栏目，自

２００７年第１３期创设开始，即受到科技界、出版界的广
泛关注和欢迎，稿源日益丰富，质量稳步提升。从科技

导报网站（ｗｗｗ．ｋｊｄｂ．ｏｒｇ）、博客（ｗｗｗ．ｋｅｊｉｄａｏｂａｏ．
ｂｌｏｇ．ｓｏｈｕ．ｃｏｍ）的点击、留言情况看，《书评》《图书推
介》栏目一直位居前列，并经常有精彩书评登上搜狐

博客推荐榜［５］。

３　作者信息的交流

　　出版社的编辑需要经常翻阅专业期刊，从中寻找
潜在作者，因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都会首先在专业期刊

上发表。出版社对专业期刊的追踪即是对行业动态的

把握。出版社编辑与专业期刊编辑之间的直接交流也

是很有必要的。专业期刊编辑接触的作者远比出版社

编辑接触的作者多；但为了出书，出版社编辑与作者之

间的接触次数较多，时间较长，因此，出版社编辑对作

者的了解可能比专业期刊编辑要深。

出版社编辑与专业期刊编辑这２类编辑间的信息
交流，能够帮助编辑对作者和文（书）稿作出准确的判

断，便于更好地与作者沟通，邀请作者写出符合需要的

论文和专著，也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传播和推广。在经

费和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这２类编辑还可以互相替
代去参加某个会议或去某地组稿。此外，出版社编辑

可以成为期刊的特约编辑，而期刊的编辑也可以作为

出版社某一部书的策划编辑。如笔者曾为中国林业出

版社推荐了２位作者，完成了２部书稿，其中之一是
《风景园林建筑快速设计》［７］。

同时，编辑也是较好的作者人选。近年来，大批受

过正规学术研究训练的高校毕业生进入编辑队伍，其

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员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许多主

编、编辑都是有研究专长的知名学者［８］。

“学者型编辑”是指有一定学术造诣和系统专门学问

的编辑［９］。现在的趋势是编辑向“学者型编辑”发展，即

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一定的科研能力。由于编辑的这

一特殊性，期刊的编辑可以成为出版社的作者，出版社的

编辑也可以为期刊撰稿。编辑对行业热点、编辑体例等

非常熟悉，掌握学术资源也多，因此是专业期刊和出版社

不可多得的优秀作者群体，值得发掘。本文笔者之一即

在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３部译著：《世界景观设计———
文化与建筑的历史》《景观学》《城市空间规划设计》［１０］。

４　经营理念的交流

　　期刊的形式比较固定，发行量相对稳定，成本也比
较固定，因此，期刊编辑较少考虑营销问题；而出版社

出版的每一部书都是新的产品，编辑都需要事前为其

寻找市场定位和读者定位，精确测算成本。当今，随着

出版形势的变化，期刊市场受到多种媒体的冲击，专业

期刊也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策划留住读者。期刊编辑可

以借鉴出版社出书的经验，把某一期做成一个专题，全

方位、集中介绍某一热点问题，便于读者查找相关资料。

例如，《中国园林》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一期增刊为昆明
园博会专刊，集中介绍了昆明园博会的各个展园，既有

精彩的文字，又有丰富的图纸和现场照片。参观者将

其作为导游图，可以按图索骥，而未能去参观的读者则

可将其作为资料，不仅能从中全面了解昆明园博会，而

且还可学习其设计理念。这期增刊市场针对性强，获

得了成功［１１］。

又如，《建筑师》杂志于２００８年６月发行的《北京
奥运专辑》，仿照图书，集中组织了奥运场馆设计、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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