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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消除审读误判的策略分析
赖邦柱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

摘要：编辑作为学风建设的积极引领

者和践行者，在学术研究领域扮演着重要

角色。审读作为杂志或者期刊出版这一系

统化工程中的关键环节，直接与杂志或者

期刊的质量挂钩。一篇文章只有具备内容

质量和编校质量两个因素，才能称之为优

秀文章，这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具体审刊实践中

“重内容、轻编校”的传统观念一直影响

着部分杂志社和部分编辑，影响了学术发

展和民族的创新力。笔者基于自身审读的

经验，分析审刊实践中的易混淆点和易错

点，并提出相关突破路径，以期能够为端

正学风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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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辑审读的必要性分析

( 一 ) 保障良好学风沉淀的内在要求

学术研究为人类在创新发展和探索未

知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是现代

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是各个学科

发展的支柱 [1]。学术研究首先需要由作者

经过思想加工，总结提炼思想中的研究成

果并表述出来，然后以文章的形式呈现给

社会公众。作者文章初稿递到有关期刊出

版社后不能直接出版，还需要经过有关学

者和专家的审读。只有经过审读后达到出

版要求的，才能进行出版和发表。简而言

之，审读作为文章质量的最后把关环节，

编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现文章是否有纰

漏之处，必须严格加以规范。如果审读这

一环节没有做好，由于缺乏后续的文章监

管监督环节，势必会影响社会大众的阅读

质量，不利于良好学风在社会中的沉淀。

( 二 ) 提升期刊质量的重要保障

文稿的逻辑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要由

编辑审读来保障。个体思维的差异性使得

作者在撰写论文时往往会有思维惯性和表

达惯性，在文章中难免出现纰漏。编辑作

为独立的第三人，能够基于第一读者的视

域，以客观的、独立的眼光来对文稿进行

评价。编辑审读的环节就是与作者进行思

想沟通的环节，编辑在这一环节中投入大

量精力和心力，大大减少了因思维惯性和

表达惯性引发的错误。审读环节也是提高

文章质量、降低文章的错误率和纰漏率的

关键环节。

二、编辑审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一 ) 业务水平有待提升

一方面，虽然编辑对各个学科都有所

了解，知识维度和广度较宽。但是学科的

纷繁复杂性和部分学科的技术性决定了

编辑不是行行精通、无所不能的 [2]。特别

是在当前学科与学科之间层先融合的趋势

下，编辑在审读一些融合了多学科的学

术成果时，很难做到驾驭自如，难以高效

科学的开展审读工作。另一方面，学科知

识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处于一个动态的态

势当中，如果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专业

知识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不能做到与时俱

进，势必很难创造性的对文稿进行加工审

读，不能适应编辑工作现代化的要求。

( 二 ) 审读工作机制有待规范

尽管大多杂志社设置了与审读工作有

关的具体规章制度。但是部分杂志社的审

读流程并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例如审

读工作制度不够细化，缺乏对审读时间、

绩效考核与责任落实等进行详细规定。部

分杂志社没有立足于本杂志社的实际情

形，建立健全与本杂志社相匹配的审读工

作机制，无法为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进

行审读工作和审读辅助工作时提供准确、

科学的制度依据。同时，缺乏相应的绩效

考核机制和责任落实机制，不利于充分挖

掘工作人员的审读积极性，部分杂志社存

在人浮于事的情形。

三、编辑消除审读误判的策略

( 一 ) 编辑要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首先，编辑要及时更新前沿领域的新

知识、关注前沿领域的新成果，夯实自身

的知识储备，从而能够发现文稿中所存在

的纰漏，提出具有新颖性、创造性的修改

意见。其次，编辑要严把“导向关、质量

关和政治关”，确保文章内容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编辑

审读工作。同时，在审读过程中要端正服

务意识、保持良好的耐心，对于编校加工

的各个过程进行严控把关，负责耐心的逐

字逐句进行推敲，从而使文章质量有一个

质的飞跃，进而助推杂志社实现跨越式发

展。最后，要综合审读文稿的科学性、创

新性和规范性，确保文稿逻辑层次清晰、

方向正确、语句通顺和具备创新价值。

( 二 ) 建立健全审读工作机制

做好审读工作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审读

工作机制，科学、规范的审读机制在宏观

上能够保障审读工作的顺利开展 [3]。一方

面，审读机制要符合“标准化、质量化、

规范化、量化”的要求，不能遗漏审读工

作的细节。学科范围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

定了文稿的多元化，因此要根据编辑的实

际情形进行审稿安排。另一方面，健全责

任机制，将审读流程进行细分，细分到具

体的工作岗位，对具体的工作岗位安排相

应的负责人。同时，建立奖惩分明的绩效

考核机制可以挖掘工作人员的工作潜力，

有必要将审读结果纳入到年底绩效考核指

标中，并提高审读结果在这一考核机制中

所占权重。总之，审读工作机制的建立健

全不能照搬其他杂志社的既有机制，既要

有针对性，又要有所创新。

四、结语

近年来，“学术兴国、学术强企”的

理念得到社会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学术

研究是凝结民族创新力和民族智慧的重要

活动，对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

要意义。学术成果最直接的载体就是学术

文章，学术文章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民

族创新力的发展。编辑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和杜绝学术浮躁是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保障学术文章质

量，就要牢牢抓住审读这个有利抓手，把

好策划关的同时，掌控好审稿关和编校

关，交叉运用多种审读方式，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使学术期刊建设能够“提量、

提速、保质”。

参考文献：

[1] 韩玲 . 科技期刊编辑审读加工的重要

性刍议 [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

版 )，2017，36(05)：398-400.

[2] 吴颖华 . 自我损耗理论视角下的编辑

审读 [J]. 新闻传播，2016(11)：109-110.

[3] 傅晓明 . 图书编辑审读加工质量不容

小 觑 [N].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报，2017-11-06 

(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