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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检索，把期刊作者信赖划分为８种类型。尽
管作者对编者的信赖存在各种障碍或者面临着一些复杂的情

况，但必须建立起作者信赖，才能保障刊物更好地发展。期刊

作者信赖涉及办刊方向、办刊理念、管理机制等编辑学和出版

学的重要问题，可从另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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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一种学术刊物，离不开广大读者和作者的信

赖。在办刊起点较低或者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刊物来

说，作者的信赖，将为其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稿源支

持。站在编辑和编辑部的立场上探究作者的信赖，反

省编辑与作者之间信赖的微妙关系和深刻内涵，对于

编辑理论研究和实践将助益甚多。

利用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用“正
文＝作者信赖”，时间段为“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进行检索，
得到该系列数据库中关于“作者信赖”研究的所有文

献，大致有１７５篇。经初步整理，剔除一些无借鉴意义
的部分编读往来、通信、一般感悟等文章，例如宣称办

刊业绩是由于作者的信赖或者得到了作者的信赖等简

单的口号式文章等等，从而筛选出较有参考价值的文

献２８篇。这反映了对作者信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
全面，尚需不断进行探究。

１　期刊作者信赖的类型

１１　收益型信赖　此类型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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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章被重要

是激人奋进的；而同时又发现某些人敷衍、重复，甚至抄

袭他人的文章照旧刊登出来，负面影响也是可想而知

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科技期刊编辑肩负着重在育人的

使命。如果说教师是在教书育人，那么，编辑就是在“出

版育人”。正如邹韬奋先生所说：“我们要用敏锐的目

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

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所必须负起的责

任。”［１１］因此，编辑的人格力量无时无刻不在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着社会风气，促进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学研究课题（２００９Ｃ０３）；四川省教
育厅科研项目（０９ＳＡ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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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采用，有的还得到稿费，其扶持让作者深受感动，

表达了感激的信赖语词［１］；编辑对作者的种种要求比

较耐心，积极回答问题和提供服务，赢得作者的信赖，

作者获得学术收获或反响后，向编辑致谢［２］；对不采

用的稿件推荐给其他合适的刊物，可赢得作者的信

赖［３］；缩短论文发表时滞，让优秀研究成果在最短时

间发表，帮助作者赢得成果的首发权和科技竞争的主

动权，也因此赢得作者的信赖［４］。

１２　编辑学者型信赖　编辑要有学者的气度和修养，
赢得作者的信赖与支持［５］。而塑造学者型编辑的形

象和实力的方法大致有：编辑通过查新和自己平时积

累的知识，结合写作规范，给作者提出诚恳的初审意

见，取得作者的信赖，使作者在对稿件的初步修改中有

的放矢［６］；编辑在加工稿件时发挥创造性作用，使编

辑与作者交往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能比较容易克服

交际中的情绪障碍，获得作者的信赖［７］。

１３　尊重型信赖　此类型内容包括：编辑对作者文章
的修改，应当征求作者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作

者，获得作者的信赖和爱护［８］；编辑应对作者的著作

权权益予以保护和尊重，才能获得作者的信赖［９］；编

辑要尊重作者的人格尊严，掌握着对作者文稿的生杀

大权的说法不妥当，以此角度分析而认识到自己与作

者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得到作者的信赖和合作，把

编辑工作做好［１０］；尊重作者，不强人所难，但也不放弃

自己的用稿原则和标准，形成与作者坦诚相见的氛围，

争取作者的信赖和支持［１１］；编辑要尊重作者的劳动，

缩短论文的处理时间，以获取作者的信赖［１２］。

１４　出版品牌塑造型信赖　此类型内容包括：出版特
色意味着出版品牌，体现了出版组织的实力和诚信度，

能赢得作者的信赖［１３］；加强期刊的宣传力度，让大家

了解期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是赢得读者和作者信赖

的重要手段［１４］；办精品期刊，需要加强内涵建设，提高

刊物质量，才能获得作者的信赖，才能吸引优秀的稿

源，把这样的良性循环建立起来［１５］；编辑鼓励作者创

作符合本刊特色的文章，再通过高质量的编辑工作来

赢得作者的信赖［１６］；编辑要重视稿约，约名家的稿件，

刊登名家的文章，以吸引作者的注意，赢得作者的信

赖［１７］；编辑部要发掘资源，培养新人，形成自我造血机

制，通过高质量的编辑辅助工作赢得作者信赖［１８］。

１５　编辑自律型信赖 　此类型内容包括：编辑要作
风正派，加强道德自律，得到读者和作者的信赖［１９］；强

化编辑的岗位责任意识以及为读者和作者服务的意

识，可赢得作者的信赖［２０］；要适时调整角色，保持态度

谦和，是赢得作者信赖的重要手段［２１］。

１６　编辑服务型信赖　此类型内容包括：编辑通过耐

心细致的服务工作可赢得作者的信赖［２２］；编辑要热情

地鼓励、真诚地帮助作者完善文稿达到发表要求，得到

作者的信赖［２３］；编辑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

对作者不理解、误解乃至坚持错误的时候，应热情、耐

心地对待，取得最后的理解和接受［２４］。

１７　纠错型信赖　此类型内容包括：编辑对应该加工
的文稿字斟句酌认真加工，将赢得作者的爱戴［２５］；对

需作者修改完善的稿件，要有详细的修改意见并且有

商榷的态度，可取得作者的信赖，提高作者改稿的积极

性和质量［２６］；编辑要努力纠正作者没有注意到的错

误，有利于赢得作者的信赖［２７］。

１８　语言措辞型信赖　要认真对待编辑与作者之间
的书信、电话以及面谈，态度要谦恭，语法修辞要讲究，

让作者感受到编辑的一片真情［２８］。

２　期刊作者信赖的意义

　　无论作者与编者的关系如何形成，编者首先要考
虑到的就是如何将作者的文稿转化成有收益的出版

物，其次再考虑与作者之间互动交流中的态度问题。

如果作者的文稿没有发表收益，后续的很多工作和问

题大都可以从简考虑，大多数认真写作的作者也是可

以理解的。在笔者看来，在出版行业体制没有建立起

普遍的公益免费服务体系的环境下，利益因素权衡和

博弈着作者与编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比如，作者一稿多

投、一稿多发，挑东捡西地选择发表刊物，等等。

期刊作者信赖的程式基础如下：一是作者对文稿

的专有出版授权，即不一稿多发；二是对编辑学术专业

水准的应有尊重，当然不排除有些编辑水平较低，无法

发现文稿存在的问题或谬误，但可以用征求作者意见

的方式予以消弭；三是作者与编者沟通上的互相理解

和尊重，这可以说是为人处世和性情风格的问题，每个

人的性格都千差万别，不能强求一律，但起码的尊重态

度却可以尽量共同做到。

尽管作者对编者的信赖存在各种障碍或者面临着

一些复杂的情况，但国家新闻出版改革的航路已经开

启，做大、做强一些新闻出版单位，淘汰一些不合格的、

不规范的新闻出版单位，却让编者们感到颇大的压力，

让其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自觉调整角色定位，从强势主

义转变为服务主义；所以，大多数编者还是要想方设法

建立与作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保障优质的稿件源源不

断或者不流失，以便好中选优，优中选特，推动刊物的

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２９］。

３　积极构建期刊作者信赖互动机制

　　第一，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做好稿件的登记和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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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加快稿件的流转速度，缩短二审、三审的时限，

让作者尽快收到审稿意见。

第二，用稿通知尽可能带有修稿意见。读者与编

者之间的信赖关系起初是非常微弱的。作者在投稿时

并不熟悉刊物的审稿流程、编者的学术水平和服务态

度，因此，在录用通知或者初审意见中，将作者文稿的

不足之处告知，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作者对

编者的信赖。这样，在作者看来，编者是确确实实阅读

了他的文稿，不是交版面费就刊发，编者有严肃的态度

使文稿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第三，编辑要加强自身各方面实力的提升。提升

编者自身的实力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简而言之，只有靠

编者自己乐观的态度与奋斗的精神去面对各种困难，

并与消极懈怠作斗争［３０］。

第四，不断增强刊物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不断

向知名学者推荐样刊，向文摘收录机构推荐样刊，以最

大程度地发挥作者文稿的社会影响力。这可以吸引新

作者，培养起稳定的作者群，有利于作者与编者之间信

赖关系的长久维系和发展。

４　结束语

　　上述对期刊作者信赖的探究，主要依据是一些文
献资料，而具有良性互动机制的期刊作者信赖机制的

建立还需要不断探索。其实，在现有的编辑学与科技

期刊研究中，关于办刊之道以及编辑学者化等诸多探

索，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期刊作者信赖的内容，只是本文

的探究乃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作了不同层面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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