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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下的学报编辑能力及培养
郭庆健 ,孙守增

(长安大学 杂志社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信息社会对高校学报编辑能力赋予了新的含义。从创新能力、学术素养能力、上网交流能

力、跟踪能力和连续报道能力五个方面给出了学报编辑能力的全新内容 ,同时重点阐述了编辑学术

素养能力的培养措施 ,为全面提高学报编辑素质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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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 ies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 in Inform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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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 rtment o f Mag zines, Chang′an Univ er sity , Xi′an 710064, China )

Abstract: The ability of academic journal edi to rs is a key factor to inf luece journals development

in info rmation society. The abili ty st ructure of edi to rs are disucussed. It i 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ovation abi li ty , academic resea rch abi li ty, the communication abi li ty through internet , the

following abili ty fo r sci-tech development , the repor ting ability for g reat pro g ram a re the f rame of

the abili ty structure. How to develop tho se abi li ties is put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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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信息社会 ,科技信息全球共享 ,网络出版

物的出现 ,新兴学科的迅猛发展 ,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交叉 ,使得高校学报在学术地位与作用 ,市场定位 ,

编辑素质 ,编辑能力及培养 ,编辑方法与手段 ,编辑

出版 ,传播形式 ,读者和作者群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内

容和变化 [1 ]。

高校学报是高层次的学术理论刊物 ,是高校教

学科研工作和中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

果 ,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展示高

校学术水平的重要窗口 ,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

重要桥梁 ,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 ,是塑造

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办好学报的关

键是加强学报编辑部的建设 ,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

强、业务精、守纪律、懂经营、专兼结合的精干高效的

编辑队伍。因此 ,学报编辑应紧跟时代发展 ,加强编

辑素质的培养 ,强化编辑能力及培养 ,努力使自己成

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编辑人才。

一、学报编辑的创新能力

作为一名学报编辑 ,必须要有创新意识 ,同时要

不断培养自身接受新思维的意识 ,使自己始终能够

接受新思想、新思维 ,思想始终不能僵化。有了创新

意识 ,才能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2, 3 ]。编辑的创新能

力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①发现能力 ;②判断能力 ;

③洞察能力 ;④改革能力。

1.发现能力。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 ,使得新知

识 ,新学科不断涌现 ,这种知识的进化和拓展必然反

映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活动中 ,也使科学技术成果和

学术成果具有了新兴学科的特征。因此 ,学报编辑应

具备较强的发现能力 ,能敏锐及时的发现和跟踪国

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 ,国家重大攻关项目、重

大科技成果和学术成果的发现和挖掘、具有学术潜

力和科研潜力的青年人才 ,捕捉前沿学科和科研的



最新发展:及时跟踪、选题、约稿、组稿、报道 ,抢在第

一时间发表。

2.判断能力。 学报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取决

于所发表论文的学术质量。 编辑部每年都要收到大

量的稿件 ,审稿质量便成为保证学报学术质量的关

键环节。在学报“三审制”中 ,编辑初审是审稿系统的

重要一环。编辑对稿件学术质量的判断能力 ,直接影

响到学报的质量。学报收到的稿件涉及的学科繁多 ,

这就需要编辑具备较强的判断能力 ,通过初审能够

准确地对其所论述的问题的性质 ,撰写的质量 ,引用

的资料 ,论证的逻辑和文字表达等作出全面准确的

评价 ,判断稿件的学术价值和科研水平 ,以及论文发

表后在本学科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能判断那些具

有创新观点、新学科的论文 ,更要及时发表。

3.洞察能力。知识经济时代 ,各种信息会纷至沓

来 ,而有的信息很可能是不恰当的 ,甚至是谬误的。

这就需要学报编辑具备较强的洞察能力 ,对信息作

出细致、客观的评价。 因此 ,学报编辑应具备较高的

学术鉴别力和对重大科研成果的洞察能力 ,能从大

量的稿件中洞察出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创新观点和

学术价值的论文。能以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和扶植青

年作者的创新之作。同时能对论文的信息量、新颖

性、时效性等作出鉴别。特别是能洞察出某些学科很

有可能将会得到国家重点扶持 ,产生重大科研成果

和学术成果 ,及时选题、组稿 ,引导学科的发展。

4.改革能力。学报编辑要与时俱进 ,活跃办刊思

路 ,具备改革的能力 ,不断推进学报改革 ,促进学报

发展。要适应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 ,转变学报办刊观

念 ,积极引进新的办刊模式和办刊机制 ,在管理体制

和办刊模式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 ,不断增强学报的

活力和竞争力。

二、很强的学术素养能力

学报编辑工作同其他科研工作一样 ,也是一种

专业 ,一门学问 ,高校学报具有学术性高 ,专业性强

的特点。 因此 ,学报编辑必须经过本专业的系统学

习 ,严格训练 ,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

识 ,具有很强的学术素养能力 [4 ]。

(一 )一专多能

一专多能是信息社会下对复合型人才的一种标

准。学报编辑一专多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有较

高的学术鉴别能力和捕捉前沿学科、新科技的能力。

同时 ,还应具有一定的编辑加工知识、语法修辞、逻

辑等方面的修养以及广博的文理知识。

2. 选题、约稿、组稿、审读、编校和出版发行是

编辑的主要工作 ,需要编辑去组织、选择、综合和规

范化。同时 ,熟练运用计算机知识和网络技术 ,掌握

电子出版物运作技术 ,充分利用编辑学研究领域的

最新成果 ,严格执行科技期刊的规范化、标准化、专

业化和国际化办刊标准。

3. 充分利用文献检索工具 ,随时了解近期学科

研究的最新进展动态 ,如《科学引文索引》 ( SCI)、

《工程索引》 ( Ei )等 ,从而有针对性地约稿、组稿、提

高学报的学术水平和科学含量。

4. 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是学报编辑必备的基

本功之一。一方面 ,学报有英文目录 ,摘要、关键词和

外文的参考文献 ,编辑有责任读得懂 ,并能对其在语

法、单词上进行校对 ;另一方面 ,中国加入 WTO,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将有更高的要求 ,直接上网

查录和阅读国外原文科技信息和国外期刊原文 ,就

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的最新科技动态、科技成果

和学术动态。

(二 )广博的知识涉猎能力

进一步拓宽知识领域 ,具备广博的知识涉猎能

力 ,是信息社会对学报编辑提出的新要求。学报编辑

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 ,知识结构并不是封闭的 ,而是

一种动态的开放系统 ,需要不断接纳新知识 ,不断进

行知识更新。信息社会下新学科 ,新知识的不断涌现

是 21世纪的显著标志 ,学报编辑必须不断学习 ,广

泛涉猎 ,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 ,不断调整和更新知识

结构 ,扩大专业知识面 ,培养具备广博的知识涉猎能

力 ,增强创新思维和前沿意识 ,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

要求 ,胜任本职工作。

(三 )在某一领域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

在某一领域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是学报编辑素

养的核心组成部分。学报编辑仅仅是编辑方面的“专

家”是远远不够的 ,他应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 ,在本

专业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学报编辑在某一学科的

某一领域有较深的造诣 ,有深入的研究 ;扎实的专业

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是编辑工作的基础 ,必须在知

识的广度和深度上有较高的造诣 ,是自己所从事的

某一领域的专家 ,才能审好稿 ,才能有发稿权 ,才能

胜任本职工作。 学报编辑还应把知识的广博和精深

结合起来 ,广博以精深为核心 ,精深以广博为基础 ,

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达到最佳状态。

(四 )能力培养

1. 阅读多学科的最新发展材料。科学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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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与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给学报编辑能力培养提

出了新要求。应经常阅读各学科的最新发展材料 ,随

时了解学科发展动态 ,掌握各学科的大量信息 ,眼光

才能紧紧瞄准学科的发展方向 ,针对各学科的发展

趋势 ,收集、整理、综合、分析有价值的信息 ,并运用

到选题 ,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等各个环节。

2. 与各学科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各学科的专

家对本学科的学术动态 ,科研动态 ,学科发展动态最

了解 ,学报编辑应充分利用自己与各学科专家交往

便利的特点 ,经常与各学科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 ,获

取学科信息、专业研究发展动态、科研新成果及专家

对学报质量的评价信息。同时 ,也要参加各种学术活

动 ,了解学术动态 ,更新知识 ,提升编辑能力 ,广交学

科专家 ,与各学科专家保持紧密的联系 ,获取信息。

3. 在网络上进行大范围的检索。网络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强大的搜索引擎 ,使得网络信息的传播 ,交

流、搜索和获取格外便捷 [ 5]。学报编辑在网络上进行

大范围的检索 ,及时对前沿学科具有创新性课题、重

大科技成果、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和国家重大攻

关项目进行选题、调研、约稿和组稿。 可以阅读世界

各地最新的科研资料、最新的学科动态、最新出版的

报刊 ,通过上网 ,浏览各学科相关的国内核心期刊 ,

了解近期学科研究的进展全貌 ,如《科学引文索引》

( SCI)、《工程索引》 ( Ei )、《科学文摘》 ( SA) ,通过“中

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万方数据

库”等期刊文献信息资源 ,既可查询各家入网期刊内

容 ,了解各家期刊论文的学术动态、重大科研课题、

科研方向和研究方法。 同时也可及时发现少数作者

一稿多投和内容雷同的文章 ,或抄袭剽窃之作 ,从技

术上加大了版权、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的保护力度。

三、利用网络传媒与国内外著名专家

保持联系和交流的能力

网络极大地方便了学报编辑与国内外著名专家

进行交流和保持联系。通过网络检索 ,学报编辑可以

查阅到各学科的知名专家 ,并主动与专家进行交流 ,

征求专家对学报的选题、组稿及报道计划的意见 ,了

解各学科的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 ,以及专家对学报

学术质量的评价 ,适时调整报道计划和选题。同时 ,

通过网上查阅专业学科专家库 ,选准审稿专家 ,从网

上将稿件发给专家。审稿专家可随时与编辑部联系 ,

直接与编辑进行交流 ,共同把好稿件质量关 ,通过网

络传媒 ,拉近了学报编辑与国内外著名专家进行交

流的空间距离 ,增强了学报编辑与著名专家保持联

系和交流的能力。

四、对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发展

方向的跟踪能力

学报编辑要紧紧跟踪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发

展方向 ,具有敏锐的眼光和较强的跟踪能力 ,及时跟

踪报道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中的学术价值大、科技

含量多、科研水平高和具有创新观点的稿件 [6 ]。要做

到这一点 ,学报编辑一方面要清楚学科建设的总体

规划和发展方向 ,主动出击 ,向学科带头人和项目课

题组人员约稿 ,使他们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成果

得以及时发表 ;另一方面 ,在学科建立一支由学术水

平高、科研能力强的教学科研人员组成的报道网络 ,

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 ,积极主动向他们约稿 ,以保证

学报发表的论文始终围绕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发

展方向。

五、对重大科研项目进行
连续报道的能力

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或重大科研项目一般都具有

周期长、科研成果多的特点 ,这就要求学报编辑 ,首

先要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及时进行选题、约稿和组稿 ,

把学术上有创新、有价值 ,科研导向性强、科研水平

高的稿件及时发表 ;其次要强化连续报道力度 ,具备

连续跟踪报道的能力 ,跟踪项目全过程 ,连续及时的

将重大科研项目成果报道发表 ,从而提升学报的整

体学术质量。

信息社会 ,学报编辑的素质和能力是保证学报

质量的重要环节 ,只有加强学报编辑能力的培养 ,强

化创新意识、改革意识和精品意识 ,才能把高质量、

高品位的学报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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