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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目前存在的问题

出版单位体制复杂。绝大部分都隶属于事业

单位，期刊出版单位基本不花精力去考虑经

营，即使有经营部门，给予的重视也不够。

从业人员现状不乐观。从业人员规模小，

80%以上的编辑部员工人数在10人以下，其

中60%以上的编辑部只有1—5名；从业人员

结构不合理，编辑、经营和管理人员比例失

调，经营人员非常少甚至没有。

科技期刊编辑角色面临四个转型

传统的编辑 有全新内涵的新时期编辑

第一， 成为一名优秀“检验员”

虽然时代在发展，但科技期刊编辑充当

“守门人”的角色仍然没有改变。要求编辑

能够鉴定研究成果的价值，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从某种意义上讲，守好门把好关

是一种被动行为。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

优秀的科技期刊编辑更要做一名高级

“检验员”。

对文章的检验

要以文章质量水平为中心，以各项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为准绳，以缜密、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篇投稿，即使是知

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例外。

对社会反馈的检验

编辑出版后的期刊是文化商品，经检验合格投入市场，这

件商品能否完成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重使命，还需

要编辑对受众市场进行预测和检验，对市场反馈作出快速

反应。读者、作者、出版商等是对期刊最终验收的人，编

辑要对他们的评审意见进行整理，以此指导期刊的进一步

优化生产。

第二， 掌握新技术 成为全媒体编辑

科技信息的传播手段和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编辑需要了解并学习先进的新媒体技术，并

将其与刊物的日常运行和发展相结合，使刊物能

够紧跟发展潮流。



目前科技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度相当低，其网络版和

电子版权或者授予网络数字技术商，或者在自有网站

上发布，或者是通过E-mail推送。数字出版实际上收

益微薄。这一方面既有环境因素和编辑部重视程度的

差异，另一方面是编辑的主动学习意识不够，对新事

物的接受能力、学习能力低导致的。

科技期刊编辑必须意识到，从传统的编辑加工角色转

换成熟练使用新媒体技术的全媒体编辑角色是当务之

急。

第三， 争当行内“专家”和“外交官”

一篇学术文章在学科上是否具有开拓性、实用性

及创新性，编辑是最初的判断者，这就要求编辑

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

一名科技期刊编辑，首先要成为行业的“专家”，
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学术水平，才能具备与作

者、读者直接或者间接对话的能力，生产出高质

量的期刊。

传统的编辑形象是整天埋头看稿，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是典型的闺门中人。而新时期的编辑应该能做好

对内对外的联系工作及学术信息交流工作，成为对业
界、学界的“外交官”。

– 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保证刊物的正常出版

– 与作者、读者交流，培养其对刊物的忠诚度

– 与出版商、发行商、营销机构沟通，做好宣传、推广

工作，提高刊物市场占有率

– 与其他学术机构洽谈合作，组织开展大型学术会议

– 与同行专家交流，提升刊物及出版单位的社会影响力

第四 ，做出色“管家”和营销大师

编辑应成为编辑部的新式“管家”，具备良好的

组织管理能力和洞察力，为管理层出谋划策。

科技期刊的出版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这

个系统高效、高质运行，编辑就必须掌握先进的

经营管理理念及较强的出版管理技能，熟知期刊

出版国情和出版业务知识，提出刊物未来发展切

实可行的计划，并有效的组织管理实现目标。

成为一名营销大师也是处于市场竞争中的编辑

对自我能力提升的一方面。为促进期刊的发展，

编辑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和营销能力。

---- 了解读者的需求并根据需求调整办刊方向和

选题策划，出版读者需要的期刊。

---- 掌握受众的需求信息，确定自身刊物的定位

---- 通过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加强刊物

宣传，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为编辑活动和经营活动的主体，

编辑在期刊出版的全过程中起着穿针

引线、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编辑职

业能力的强弱与刊物质量和单位发展

息息相关，编辑角色的成功转化有利

于期刊事业的良好发展。



建立有自身特色的编辑队伍与管理

模式是科技期刊发展的重要途径

编辑人才团队建设至关重要：分工明确
组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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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辑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贯穿于科技期刊编辑继续教育的始终。

科技期刊编辑自身主观上要重视继续教育，注重

平时的学习和积累，阅读新出版的编辑学著作；

同时，要积极主动地思考，定期对编辑工作进行

回顾、总结，针对问题主动查阅文献找出有效的

解决办法。通过自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不断完

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编辑业务水平。

二 、在职攻读学位

科技期刊的编辑，要求其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广

度和深度。继续学习深造，在职攻读学位，是掌

握专业知识和了解学科前沿动态的有效途径。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编辑部鼓励编辑在职攻

读学位，目前我编辑部11名编辑中，博士3名，硕

士6名，1名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三 、参加医疗实践

为了使编辑的医疗知识与时俱进，掌握最新的

理论和技术，医学期刊编辑应深入临床医疗实

践，实现对医学专业的自我促进和自我提高。



四 、科技期刊学研究与论文写作

科技期刊学研究与论文写作不但可以培养编

辑的科研素质，提高其科研能力；也是对编辑

工作思路的梳理过程，使其对编辑及科研工作

具有更全面和清晰的认识，优化自身的知识结

构。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学院编辑部近年发表

编辑学论著70余篇，

在《编辑学报》《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等

核心期刊发表论著30
余篇。其中21篇获各级

期刊编辑学会优秀论文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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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与 实践. 编辑学报, 2011, 23(3):223-225.
• 骆筱秋, 王晴.《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文版的国际化办刊之路.  传媒,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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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筱秋, 王晴，张玉楠, , 等. 地方高校医学期刊发展的探讨.  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2012，23(3)：45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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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政策

为了更好地提高继续教育的效果，编辑部要制

定和落实一定的激励政策。激励要奖罚结合，以

奖励为主，充分调动和保护编辑人员的积极性，

加速编辑人才成长的步伐。

五、 编辑部团队学习

在编辑继续教育过程中，编辑部要充分发挥整

体优势，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团队学习，提高编辑

部全体成员的业务素质。



（1）传、帮、带

在编辑继续教育过程中，多向编辑部老编辑请教是青

年编辑迅速成长的一种有效途径。

对新编辑，指派经验丰富的老编辑进行传、帮、带，

带领其学习科技期刊编辑方面的知识，练好编辑基本
功。

（2）集体业务学习

集体业务学习，可以充分发挥每个编辑的专业所

长，取长补短，汇集编辑部成员的整体优势，形

成了一种全员学习的积极向上的氛围。

集体业务学习的内容可涉及到编、校、排及出版

的整个过程以及编辑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研究

现状等各个方面，可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薄弱

之处及当前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六、 参加学术会议和编辑培训班

内部学习是编辑成长的基石，外部交流则是编辑

成长的助推器。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与编辑培训班，是编辑扩大视

野、提高业务水平的良好途径。编辑应积极参加

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投稿，争取大会发言机会，

培养胆量和口才。

学习雷锋精神到乡镇为群众义诊

广泛宣传—走出去讲学 编辑参加国际专业学术交流



近3年编辑部成员获得各种奖励共29次

• 教育部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编辑工作者称号
•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科技期刊优秀编辑

银牛奖
• 中国高校学报突出贡献奖
• 四川省科技期刊优秀编辑
• 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编辑部主任称号
• 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奖
• 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 四川省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典礼

期刊与编辑的关系（马太效应）

——期刊与编辑互为促进，

互为补充。办刊带动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促进期刊发展。

国内外主要数据库收录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至第五版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期刊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医学索引（IM）及 MEDLINE收录
美国《剑桥科学文摘（自然科学）》（CSA）收录
美国《乌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 PD）收录
美国《化学文摘》（CA）收录
俄罗斯《文摘杂志》（AJ）收录
波兰《哥白尼索引》（IC）收录

日本科学技术信息中心数据库收录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WPRIM）收录
英国《动物学记录》（ZR, BIOSIS）数据库收录
《IJOS》被SCI和Medline数据库收录

杂志获奖

2002 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
2003 年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
2004 年获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
2005 年获全国高校科技期刊先进集体
2006 年获中国高校首届优秀科技期刊奖
2007 年获第一届四川省出版·期刊一等奖
2008 年获中国高校第二届精品科技期刊奖
2008 年获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先进集体
2009 年获第二届四川省出版·期刊一等奖

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四川省十佳期刊

2010 年获中国高校第三届精品科技期刊奖
2012 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精品科技期刊奖

IJOS has received positive Comments inside China.



办刊促进人才发展

编辑工作大有可为

王 晴 编审

主任医师

028-85503113    13684053026
Email:  wangqingxx@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