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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出版后刊社审读：作用·意义·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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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期刊出版后期刊社进行全面审读，是《期刊出版
管理规定》的法定要求，同时是期刊质量控制的重要反馈环节，

落实责任制的重要措施，交流业务、提高能力的有效途径和质

量检查的最后防线。期刊社要从制度建设、统一审读方式与时

间、明确审读内容等方面入手做好期刊出版后的审读工作。

关键词　科技期刊；审读；作用；实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ｆ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ＮＧＨｕａ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ｔｅ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ｉｓａ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ｏ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ｌｉｎｅ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ａｄ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ｆ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３１５１００，Ｎｉｎｇｂｏ，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科技期刊出版后的审读工作是对科技期刊编辑出

版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质量控制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根据《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实施出版

事后审读管理”［１］。依据审读组织者和主体的不同，

出版后审读可分为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期刊的审读、主管单位对主管期刊的审读和出版单位

对本刊社出版的期刊的审读［１］。前两者的审读是新

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期刊主管单位对出版单位的出版活

动行使监督管理职能的行为，而出版单位的审读是对

自身编辑出版工作的审视检查和质量保障的重要环

节。关于科技期刊出版后刊社审读的作用和意义，文

献［２６］等都有论述，但笔者认为还不仅仅限于这些
所述方面。对出版后刊社审读工作重要意义和作用的

再认识，重视刊社自我审读，有利于控制和提高期刊质

量，有助于出版单位做好组织管理工作。

１　出版后刊社审读的作用和意义
１１　刊社审读是法定要求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
４６条规定：“出版单位应建立期刊阅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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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评报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

可以随时调阅、检查期刊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１］根

据这一规定，出版单位必须在对本刊社出版期刊全面

审读的基础上，作出客观的评定，并形成书面阅评报

告，接受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调阅和检查。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是规范期刊出版活动和加

强期刊出版管理的专门性部门规章，对期刊出版单位

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期刊出版单位的

出版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此规定。期刊出版单位建立期

刊出版后的阅评制度，是法定的“规定动作”，而非“自

选动作”，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动作。期刊出版单位必

须从严格执行法规的高度出发，建立并完善期刊出版

后的阅评制度和机制，认真组织实施审读工作，自觉接

受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１２　刊社审读是期刊质量控制重要的反馈环节　期
刊的编辑出版流程，包含制订计划、组稿和审稿、加工

发排、排版印刷、出版发行、反馈总结等［７］。期刊的质

量，有赖于对上述各个过程的控制。根据控制理论，上

述前５个环节仅形成了生产期刊产品的开环控制系
统，缺少自我校正、自我调适的功能；有了反馈总结环

节，就形成了具有自我调适功能的闭环控制系统，从而

对期刊质量实现更有效、更精准的管理控制，在编辑出

版活动中不断地进行调整、改进、提高、完善，生产出高

质量的期刊产品。反馈总结的方式，除收集读者、作者、

审稿专家的意见及期刊投放市场后的反响外，对出版后

的期刊进行认真、全面的审读并作出客观的评定，是期

刊出版单位作好反馈总结更积极、更主动的措施。审读

结果可为今后编辑出版工作提供重要借鉴，有利于扬长

避短，调整并改进出版计划，提高编辑加工质量。

１３　刊社审读是落实责任制的重要措施　建立健全的
责任体系和绩效考核制度，调动全体人员的主观能动

性，是一个单位或部门高质量实现共同目标的制度保

证。期刊出版单位，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需要具有高

度的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更不例外。唯有如此，才能

使期刊社包括主编在内的全体编辑人员，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专心致志，兢兢业业，责任明确，层层落实。而

要建立责任体系和绩效考核制度，就必须建立对全体编

辑人员工作业绩的考核评价机制和方法。考核的内容

无非是包括“量”和“质”２个方面。“量”的考核相对比
较简便，只要规定每位编辑的工作量并考核完成情况即

可。“质”的考核，必须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可操作和可

量化［２］。审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考核评价手段。通过

审读，办刊者可以获知每位编辑的专业水平、编校能力、

版面处理能力及实际工作效果，从而对他们作出客观公

正的评价，为实施绩效考核制度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１４　刊社审读是交流经验、提高能力的有效途径　刊
社组织审读的过程，其实也是编辑人员进行专业知识

和编辑业务学习、交流的过程，是提高编辑人员特别是

年轻编辑人员业务能力的有效途径。审读中发现的差

错，可以追根溯源，找出原因，举一反三，引以为鉴；不

足之处，可以共同探讨，共商提高完善之策；完美范例，

可供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以利提高。

１５　刊社审读是期刊成品质量检查的最后防线　期
刊的质量控制，固然要贯穿于编辑出版流程的各个环

节，环环相扣，每一环节做到精益求精，确保方向正确、

内容科学、形式精美的高质量期刊面向市场和读者。

这当然是编辑出版工作的理想状态，也是期刊出版工

作者的使命使然和良好愿望；但由于受到编辑人员的

认知水平和能力的限制，有时因疏漏出现差错甚至严

重错误。例如地图审查不严引起的国界歧义，无意间

出现的泄密问题，宣扬伪科学，有违方针政策等，都是

在科技期刊中绝对不能出现的。期刊由印刷厂印刷完

成后，期刊社应该负起“第一读者”的责任［８］，在第一

时间组织审读，再交发行。这样做，既是对读者的负

责，也是防范严重错误流向社会的最后防线。一旦发

现期刊成品中存在严重错误，那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

轻，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亡羊补牢”之策。

２　刊社审读的组织实施

２１　建立审读制度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完善的
制度体系和周密的计划部署是保证事业长远发展的基

础条件。要做好审读工作，期刊社必须根据自身实际，

制订科学合理、切合实际、责任落实的审读工作制度，对

审读的方式、方法、内容、要求、流程、人员、时间、经费保

障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规范体现审读结果的阅评报告的

要求和格式，从而确保审读工作落到实处，不走过场。

２２　选择审读方式　根据期刊社自身的实际情况和
条件，审读方式可采用自我审读法、专家审读法和编委

会审读法［２］。外聘专家审读和请编委会审读由于存

在编辑业务知识不熟悉、进程控制较难、时间无法保证

等弊端，同时由于笔者所在期刊社根据规模不大、期刊

容量有限等实情，因此采用期刊社自我审读的方法。

刊社自我审读可采用业务能力突出的编辑审读与刊社

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即在两三名编辑审读全期

期刊并形成初步阅评报告的基础上，召开全刊社业务会

议，探讨分析交流当期期刊的优点和不足，形成最终阅

评报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优势

互补。指定编辑审读，由于对期刊自身风格了解，编辑

业务知识熟悉，因此审读有针对性，同时人员有保障，时

间和进程易于控制；但审读的效果受制于审读人员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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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和责任心，同时也易受到单向刺激抑制和审视疲

劳的影响，因此要选择合适的审读人员并合理调配［９］。

结合业务会专题研讨，除可以弥补上述弊端，还有利于

消除编辑工作中的疑惑，统一编辑出版标准和体例，促

进编辑人员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编辑业务能力的

提高［１０］。

２３　确定审读时间　刊社审读的时间，原则上各期刊
社可根据工作实际灵活安排，但根据笔者所在期刊社

的经验，还是以印刷厂出成品后第一时间即时审读为

好。审读是整个编辑出版流程中一个法定的重要环节，

期刊印制成成品后一鼓作气即时审读，其好处如下：一

是有利于克服因周而复始的编辑过程而产生的懈怠情

绪；二是有利于掌握期刊的整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负

责任地将期刊推向市场面向读者；三是一旦发现谬误，

有利于及时补救和更正，以免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并

及时反馈到下期的编辑工作中，以防重犯类似错误。

２４　明确审读内容　审读是对期刊质量的全面检查
和审视，因此审读的内容就包括影响期刊质量的各个

方面。科技期刊的质量要求概括起来，可分为政治、学

术或技术、编辑和出版４项［７］５７９５９４，审读时应从这４项
要求出发。

１）符合政治性要求，坚持正确导向和办刊宗旨，有利
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执行国家方

针政策和出版法规，遵守保密制度，尊重知识产权。

２）符合学术性或技术性要求，及时刊载期刊所涉
及领域的科技成果，刊载的知识内容真实、科学、新颖、

先进，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不同性质的期

刊会有不同的质量要求，针对自己期刊的特性，要制订

合适的标准和要求。

３）符合编辑标准和规范，编排格式、图表处理，计量
单位、数字及各类符号的应用都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语言规范、符合逻辑，文字表述及标点符号使用准确。

４）符合出版要求，版式设计和谐、醒目、新颖、美
观，突出主题，与内容相适应，前后文转承关系自然、明

确，印刷精美清晰，装订整齐合规。

值得一提的是，不但要审读期刊的正文内容，广告等

辅助部分也不可忽视。《浙江省报纸期刊审读实施办法》

（试行）第６条第３款明确规定，要“审广告内容”，“是否

违反社会公德，损害群众利益，刊载内容虚假、格调低下

的违法广告和禁载广告；广告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广告

用语是否文明、规范，广告设计是否美观、健康”等［８］。广

告一般都连续刊登，也容易出现一些违禁内容，稍不注意

就会出现差错；因此，对广告的审读也不可掉以轻心。

２５　规范阅评报告　经审读形成的阅评报告，要根据
期刊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设计制作统一规范的阅评报

告文档，按政治性、学术性、编辑、出版等要求分门别类

地规定详尽细化的内容和要求，审读人员根据审读情

况予以填写。

阅评报告要由期刊社专人负责保管存档，以随时

接受调阅和检查。

３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期刊出版管理规定［Ｓ／
ＯＬ］．（２００８０４０８）［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ｐｐ．
ｇｏｖ．ｃｎ／ｃｍｓ／ｃｍ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ｚｈｒｍｇｈｇｘｗｃｂｚｓｗｗ／ｌａｙｏｕｔ３／ｘｘｍｌ３．
ｊｓｐ？ｉｎｆｏＩｄ＝７１１８３０＆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１３８４＆ｓｉｔｅＩｄ＝２１

［２］　陈朝晖．出版后内部审读：科技期刊质量保证的一种重要
方法［Ｊ］．中国科技期刊究，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５５１５８

［３］　颜志森．科技期刊的审读方式及其优势互补［Ｊ］．编辑学
报，２００４，１６（３）：１７１１７２

［４］　王菊香，吴红艳，颜巧元．刊社内部审读方式与效果探析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１８（５）：３６４３６５

［５］　鲁立，傅万明，李风华，等．审读新模式的实施及其在期刊
质量建设中的作用［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４）：２７０２７１

［６］　高飞，李巍，王晓苗．谈医学期刊出版后的审读工作：以
《中国小儿急救医学》为例［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００７，１８（６）：１０３５１０３６

［７］　王立名．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Ｍ］．北京：人民军医出
版社，１９９５：９５１００

［８］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浙江省报纸期刊审读实施办法：试行
［Ｓ／ＯＬ］（２００８０１２１）［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
ｇｏｖ．ｃｎ／ｇｂ／ｚｊｎｅｗ／ｎｏｄｅ３／ｎｏｄｅ２２／ｎｏｄｅ１７１／ｎｏｄｅ４１３／ｎｏｄｅ５５２４／
ｎｏｄｅ５５８３／ｕｓ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９ａｉ７７１２４．ｈｔｍｌ

［９］　于方，曹雅坤，汪军．科技期刊刊后审读人员的选择及作
用［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１）：７３７４

［１０］颜巧元，王菊香．刊后集体审读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Ｊ］．
编辑学报，２００２，１４（１）：６１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收稿；２０１２０３３０修回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

“℃”的中文符号是什么？
　　问　摄氏温度单位“℃”的中文符号是什么？

答　按规则，单位名称的简称即为该单位的中文符号，如压
强单位Ｐａ的中文名称为帕斯卡，其简称“帕”即为 Ｐａ的中文符
号。“℃”的中文名称为摄氏度，而摄氏度没有简称，所以，“摄氏
度”就是摄氏温度单位“℃”的中文符号；然而，“℃”是一个特殊

的单位符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它

还“可作为中文符号使用，可与其他中文符号构成组合形式的单

位”。可见，“℃”的中文符号有“摄氏度”和“℃”２个。例如质
量热容的单位 Ｊ／（ｋｇ·℃）的中文符号，既可写作“焦／（千克·
摄氏度）”，也可写作“焦／（千克·℃）”。 （郝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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