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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在中国编辑学会编辑出版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牵头召开的“全国编辑出版学
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明确提出了“编辑出版学教育必须转型”的观点，希望编辑出版学的教育从目前
的本科教育转为研究生教育，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出版业的需要。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大力响
应。会上，代表们修改并通过了由我起草的给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设立出版学研
究生专业的呼吁书”，并代表各自学校在呼吁书上签了名。目前，这一呼吁书已经递交给新闻出版总署，并由

他们转交给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中国编辑学会主办的《中国编辑》在2006年第1期上全文刊登

了这一呼吁书。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先生也在《出版发行研究》2005年第11期上撰写了《我国高校编辑出
版学专业发展历程和加强建设的意见》一文，同样呼吁国家要设立独立的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可以说，设立独
立的出版研究生专业，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出版教育的重视和期望。 

 
一、出版高等教育的简要回顾 
 
众所周知，中国的出版源远流长，但作为学科建制的“出版学”这一名词却出现较晚。笔者曾经考证出，

1931年11月，中国文献学家杨家骆先生在其所编的《图书年鉴》中，提出了“出版学”这一名词，对出版学这

一学科做了初步的设想。 这一发现，改写了学术界一直以为是日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建立“出版学”的
历史。但杨家骆虽然在民国年间就提出了“出版学”，但真正将“出版学”引进大学课堂，则是新中国成立之
后的事情。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时，就提出“筹划建立出版专科学

校，以培养、提高出版干部”的建议 。这说明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意识到了出版教育的重要性。1955年11
月，文化部出版事业局在《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1953-1967）》中，就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1962）时，要“会同高等教育部在适当的高等学校增设编辑系、美术装帧系、图书贸易系” 。1956年，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了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也开设了一届的出版专业。 1958
年，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了文化学院，设立了编辑出版系和图书发行系。但此后由于反右等众所周知的原因，该

学院在1961年被停办。此后，直到1983年9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并招收

了第一届四年制本科生后，我国的出版高等教育才再次得到发展。1984年9月，在胡乔木同志的积极推动下，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了编辑学本科专业,开始培育编辑学专业的本科生。此后，清华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还设立了编辑学第二学位。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
专业和图书发行专业进行合并，统称编辑出版学，列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规范了编辑出版学的发展。
同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印刷学院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河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授予
权，研究方向为出版学、编辑学。尤其是北京印刷学院传播学研究生专业，其研究方向是书刊编辑学、出版产
业、科技出版等，基本上全部属于出版学科。除这两所高校外，其他一些高校也早已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相关
专业下培养编辑出版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在图书馆学研究生专业下培养编
辑出版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其他一些高校在系统科学、自然辩证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相近专业硕士点下培养
编辑出版研究方向的硕士生。随着国家推行在一级学科下可以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政策，一些高校利用自己一

级学科的优势，自行设置了编辑出版学的研究生专业，推动了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武汉大学（2003年）和

北京大学（2004年）在“图书馆、情报、档案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出版发行学”和“编辑出版学”研究生

专业、中国传媒大学（2003年）和复旦大学（2003年）在“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编辑出版”研
究生专业，培养编辑出版方面的博硕士研究生，使编辑出版教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对出版高等教育的简要评介 
在2005年7月的“全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用了“喜忧参半”来形容目前的编辑出版

教育。这种“喜”，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及其方向的学校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 
从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学正式走进大学课堂，到2005年，全国目前已有100余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

本科专业，办学点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地区分布合理的出版高等教育格局。在这些办学点中，既有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也有河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地方重

点建设的大学。此外，30多所高校设立了与编辑出版学有关的研究生培养方向，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据

初步估计，编辑出版学专业每年培养各层次出版专业人才5000人以上，为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
才和智力支持。  

2、出版的教材、专著越来越多，为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养料。 
高校的教学离不开教材。编辑出版学专业不断编纂和更新教材，保证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20多年

间，编辑出版学专业编纂了不少高质量的教材。如南开大学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黑龙江出版科学研究所的支
持下，编纂出版的《编辑应用写作》《编辑实用语文》《书评学》等教材；河南大学编纂出版的《编辑学通
论》《编辑社会学》《编辑学原理论》等教材；清华大学编纂出版的《出版经营管理》、四川大学编纂出版的
《世界书业导论》等等。尤其是由原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主持编纂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材，由
全国各地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编写，质量高、内容新，改变了编辑出版学专业无统编教材的状况。该套教材

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后改由辽海出版社）陆续出版，共17种，已经进行了全面修订。该套教材涉及编辑、印
刷、发行、书籍装帧、著作权法、出版经济管理、外国出版、现代出版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大大提高了编辑
出版高等教育的质量。该丛书中的《出版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外国出版概况》均是国内第一本

严格意义上的专题著作，也为出版科学研究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苏州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陆续推出的《现代出
版学》丛书，也是一套面向出版高等教育的教材，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了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 

20多年来，出版界的专家和学者与大学出版专业的教师一道，积极从事出版科学的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
的出版学方面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出版理论、编辑学、发行学、出版管理、出版史等多个学科领域，
为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尤其是大学出版专业的教师，更是教学和科研兼顾，积极参与出版

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从事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教师撰写的科研论著（含教材）260余部，论

文3845篇，研究报告1500余篇，各种层次的科研项目450项。  
3、高校不断设立出版学研究机构，推动了出版学研究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前，高校设立的出版学方面的研究机构相对较少。随着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出版学

研究的深入，国内一些高校陆续设立了出版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
所、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河南大学新闻出版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研究中心等，推动了出版学

研究的深入和出版教育的发展。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还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出
版科研活动，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的各项课题，与国内外的同行定期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出版研究的发展，也为
出版高等教育注入了活力。 

然而，在看到出版高等教育“喜”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出版高等教育“忧”的一面。 
1、研究生专业设置混乱，资源浪费严重 
虽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刘杲、宋木文等老一辈出版领导者不断向国家呼吁，要求将编辑出版学列入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科专业目录”之中。但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学科专业目录中
没有编辑出版学，各高校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相关专业下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这种在
相关专业及方向下培养编辑出版学研究生的方式，导致目前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归属非常混乱。根据肖东发等

人的统计，截至2005年7月，我国培养编辑出版学方向研究生的办学点已有31个。在这31个办学点中，54.8％的

办学点专业名称为传播学（17个）；12.9％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新闻学（4个）；9.7％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图

书馆学（3个）；6.5％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新闻传播学（2个）3.2％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编辑出版学（1个）；

3.2％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出版发行学（1个）；3.2％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纸浆造纸工程（1个）；3.2％的办学

点专业名称为古典文献学（1个）；3.2％的办学点专业名称为文学与传媒（1个）。在博士研究生办学层次上，

共调查到7个办学点，其中两个办学点专业名称为图书馆学；其余的办学点专业名称分别为政治学（国际传

播）（1个）、编辑出版学（1个）、出版发行学（1个）、文艺学（1个）和新闻传播学（1个）。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4家单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办学点分设在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存在课
程设置重复、浪费教学资源等问题。  

2、本科专业就业前景不乐观 
由于目前我国出版高等教育集中在本科教育上，导致培养的学生与出版业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脱节现象。

众所周知，出版业是一个高智力的行业。随着我国出版业的大规模发展，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从当初需

要的本科生转向了研究生。根据原新闻出版署1998年的调查，当时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单位的出版社人才构成

以本科和专科为主，两者合计约占出版人才总数的77.6%；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才不足10%；新华书店总店

的人才以中专为主，占56.8%；其次是专科，占22.6%；本科占9.1% ；硕士占0.6%；中专以下占10.9%；没有博
士。地方出版单位的人才构成与署直属单位大同小异。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直属出版社中，本科

占40.6%、专科占38.1%、硕士博士占6.9%、专科以下占14.4%。上海市新华书店的人才，以专科为主，占

54.4%；其次是中专，占27.9%；本科只占12.9%；硕士占1.5%；中专以下占3.2%；没有博士。 这说明，在1998
年前，出版单位的人才构成就基本上以本科为主了。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单位对高学历、高学识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大。如果编辑出版学仍将重点放在本科阶段，则与社会的需求产生了脱节。除发行单位仍会需要本科
生外，其他部门对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需求将很不乐观，将因此导致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河北大学

陈燕等进行的调查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她们在2005年3-5月间，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

学生进行了调查，当时只有42.7%的学生有了就业意向，其中20.2%的学生有一个意向单位、11.8%的学生有两

个意向单位、9.0%的学生有三个意向单位；还有一半多的毕业生没有就业意向单位。  
3、高校之间没有形成合力，联系少。 
虽然我国已经有100余所高校设立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但高校之间还没有形成合力，联系少。编辑出版学

专业至今没有成立独立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用于指导全国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工作。各高校只是根据自己的
经验和知识在办学，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三、将出版学列入国家授予博硕士学位专业目录之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导致编辑出版学专业出现令人忧虑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关键是国家没有将“出版学”列入《授予博

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是国家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管理的依据，也是各高校设立研究生专业、进行学科建设的依据。因为国家培养研究
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编辑出版学，导致这一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专业设置混乱。也由于国家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编辑出版学，导致这一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无法得到大的发展，只能局限在本科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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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正是因为国家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编辑出版学，国家和各高校对
编辑出版学专业重视不够，导致各高校之间联系少、全国性的教学委员会等组织无法建立。 

根据我国出版业和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情况，我国亟需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中，将出版学列为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中的独立的一级学科，下设出版理论与历史、编辑学、发
行学、出版管理学等二级学科，以推动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进而带动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更好地发挥
出版业在两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在我国设立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具体理由如下： 
（1）从社会需要看，出版业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产业，需要高智力人才。 
11届3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发展很快，从当初的100多家出版社发展到现在的570家左右，期刊从

1500多种发展到9000多种。同时，又成立了众多的音像、电子出版社，方兴未艾的网络出版在我国也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目前，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出版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占到2%以上，出版业的增加值占到1%以

上。与之相比，中国出版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12-1.5%，出版业的增加值约占0.3-0.4% 。这说明，一
方面，我国的出版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出版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物市场的开放、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业将越来越需要高层次的人才。
设立独立的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培养具有博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有助于中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 

 (2)出版高等教育的成熟为出版学博硕士点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出版教育20余年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

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有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高校都曾在相关专

业下培养出版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具有了一定的经验。这些高校的教师在20多年中积极参与出版学研究，积极
著书立说，推动了出版学的发展。因此，无论是在导师素质还是在课程设置上已经能够胜任出版学专业博硕士

生的培养。 （3）出版研究的兴盛为出版学博硕士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0余年来，我国的出版研究可谓蒸蒸日上，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培育博硕士研究生的外部环境。（1）有了

成果的发表园地。近20年来，我国创办了大量出版类报刊。《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
读书报》等报纸、《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等期刊已
成为这些报刊中的佼佼者，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些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为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添砖加
瓦的作用。（２）出版了大量出版学研究著作。全国各地的出版学研究者、出版从业者积极著书立说。这些著
作，已不仅仅局限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是从理论高度探讨出版事业的发展规律。国外的一些研究专著也陆
续得到了翻译出版。这些著作，为出版专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３）有了自己的组织。行业组织

的成立，有助于交流动态信息、开展学术研究、稳定专业队伍。1979年12月成立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至今

已有了学术工作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等20余个分委员会，各省市基本上成立了省一
级的出版工作者协会。此外，中国编辑学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也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定期开展学术交流

活动，促进了出版研究的繁荣。出版业方面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研究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也于1985年3
月成立。由该所举办的全国性出版科学研讨会也已举行了十多届。这些，都为出版专业博硕士点的诞生奠定了
良好的社会基础。 

（4）国外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办学经验提供了异域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出版学研究生专业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加

拿大等国家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出版研究生培养模式。像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国际出版研究中心不但授予多
种多样的出版学硕士学位，而且开设了出版学博士专业 。近年来，这些国家的出版学专业都与我国一些高校
建立了联系。他们的经验能为我国出版学研究生专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2004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纪念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座谈会”。在会上，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做了《积极推动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持续健康地发展》的主题发言。吴副部长对编辑出版

学20年来的发展做了积极的肯定，同时也对编辑出版专业提出了希望：“要加强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培养工作，使其成为既上手快又后劲足的专门人才。” 我们希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
能够重视并早日解决这一事情，尽快将出版学列入国家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以真正推动和促进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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