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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辞书出版秩序 将执行“准入制”  

作者：周明鉴 来源：和讯传媒 时间：2006-4-10 被阅读次数：9  

 今年5月1日，辞书出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起执行，出版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的图书出
版单位，只有在具备了一定条件并经申请批准后，方可出版、发行辞书，而出版业务范围中有辞书出版业务的
单位，也要接受质量检查，质检不合格或存在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将被暂停或撤销辞书出版业务。 

 
  业界对于辞书出版是否实行“准入制”的争论，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便是明确的规定出台，质疑和

反对的声音也仍在继续。本报特约请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先生撰文，就辞书出版工作
的特殊性、实行“准入制”的必要性，以及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逐一阐释，希望引动业界理性思考。  

 
  辞书出版社走向规范之路  
 
  2006年3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新出图〔2006〕232号《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

范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32号文”）。这是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规范辞书出版秩序，维护读者权益
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决策。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辞书界就针对“王同亿现象”的泛滥，提出了“辞书出版准入制”的问题。

在1994年2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座谈会上，署领导就肯定了“核定辞书出版资格”和“辞书编辑持证上
岗”的建议。并正确地指出：“还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舆论的手段，行业行规的手段，从各方面去引导，去规
范。”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在暴利的驱动下，一些人非但不有所收敛，反而不断变换手法，继续以更隐蔽的

方式炮制伪劣辞书。2003年，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巢峰同志在中国辞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准

入制”的问题，并于2003年11月24日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辞书出版准入制势在必行》一文，对反
对实行准入制的各种说法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值得重新一读。新闻出版总署十分重视辞

书界的意见，于2004年10月18日发出了“新出图〔2004〕118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辞书出版管理的通知》”通
知中重申“只有在出版范围中包括此类业务的出版单位才能出版，其他出版单位一律不得超范围安排出版单语

或双语辞书。”此文一发，在辞书界引起了震动。2004年12月出版的某杂志发表了长篇报道，以大量篇幅介绍

了反对实行准入制的观点。但这篇报道里提到的观点，多数是巢峰同志的文章中分析过的，而且，232号文已

经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有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有意思的是，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在1994年还“呼吁出版主
管部门，采取发生产许可证制度，……只允许有条件的出版社出版（辞书）”。但现在却说：“辞书的好坏归
根到底还是应由读者去评判，由市场说了算。”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变化，值得深思。下面只就我个人的理
解补充几点看法。  

   
 有人说，“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好像一提市场经济就可以想出什么就出什么。

这是不行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要的管理和宏观调控是不可少的。有一位学者说过：“单纯强调市场机
制，只能导致劣质的、恶性的现代社会。”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严格管理是题中应有之义。原
因很简单，俗话说：“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刚刚公布的人体器官移植要求实行技术准入制说明，不
具备一定的条件，是不可能完成有特殊要求的任务的。地图出版就是出版业中的一个例子。出版主管部门在确
定专业分工时就规定只有部分出版单位可以出辞书，我想倒可以认为是当时已经认识到辞书编纂是一项专业性
很强的工作，并非是谁都可以编的，所以不失为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  

 
  “辞书的好坏应由读者去评判，由市场说了算。”这是一个好像很有道理的说法，但实际上很有欺骗

性。食品业是实行准入制最多的行业之一。原因很简单，要求顾客去鉴别是否含有有害物质（如致病菌、苏丹
红、甜蜜素、甲醇、超标的碘等）是极不合理的。顾客只有在恶果已经出现（腹泻、中毒、致盲、致癌、乃至
死亡）时才会怀疑（还仅仅是“怀疑”，“证实”还要靠专业部门）是否是食品质量有问题。所以，必须从源

头上进行管理。国家已经规定，26个大类的几百种食品都实行准入制，连酱油、醋一类最常见的食品也不例
外。辞书的情况十分类似。读者想从辞书中得到的都是自己知识面中的薄弱环节，一般情况下很难判定辞书中
说的是否正确。即使是资深专家，不仔细读上几万字，也很难准确判定这本书是精品，还是平庸产品，甚至是
伪劣产品。所以，要求水平较高的读者在购买时就能分辨出辞书质量的高低，都是不合理的要求，何况是求知



 
【返回】 【关闭】 

过程开始不久的广大的中小学生。伪劣辞书的销售情况常常都很不错，王同亿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系

列，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连印五次，印数达15万之多。据说是“一套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还常常可以看
到一些资深专家撰文“高度评价”某本劣质词典。北京一位教授以王同亿的《语言大典》“很快被市场淘汰”
作为“应由市场决定”的“证据”。这位先生似乎不知道，辞书界为了否定这部劣质词典，做了多少艰苦的工
作。多少资深专家投身其中，花费了五六年宝贵时间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若非如此，也许《语言大典》等王氏
的“等身”著作现在还在畅销呢。但官司败诉后，王同亿既不赔款，也不道歉，而是跑回老家去，只用了三年
半时间就又炮制出《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半年后又炮制出《高级
现代汉语词典》。炮制出这“一鸡四吃”系列的速度惊人，否定它却极为费时费力。所以人们感叹造假之容易
和成本之低，打假难度之大和成本之高。  

 
  “有辞书出版资格的出版社出的辞书就一定合格？”这个问题提得好。辞书编纂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工

作。稍有疏忽就可能出错。巢峰同志就曾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他主持《辞海》修订时的心情。严
肃的出版社都是以兢兢业业的态度来对待原创的精品辞书的。他们可能会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应属少量偶发

性的瑕疵。但确实有些出版单位不珍惜这种机会。2003年查处的19种不合格辞书中，就有好几种是有辞书出版

业务的出版社出的。所以，232号文第六条规定：“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图书出版单位，由新闻出版总署对其进
行辞书质量检查，对辞书质量不合格或所出辞书中存在抄袭、剽窃等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出版单位，可以视其情
节轻重，给予暂停其辞书出版业务两年或直接撤销其辞书出版业务的处罚。”也就是说，这一规定的出台，对
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图书出版单位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促使他们更加珍惜这一资格，以兢兢业业的态度来完成
这一光荣、严肃、艰巨的任务。  

 
  “准入制对某类出版社伤害最大”、“准入制是为了保护某些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这些说法都是

静态地单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对大量劣质辞书对广大青少年造成的恶劣影响视而不见。232号文
限制的只是那些不具备条件而在那里大量炮制劣质词典，牟取不义之财的行为。总署充分考虑了许多出版社出
辞书的积极性，文件中提出了出辞书必须具备的条件。凡有志于投入资金为辞书事业作贡献的出版单位，可以
逐步创造条件，条件具备时向新闻出版总署申请增加辞书出版业务。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而乱出辞书，这一业务会被取消。这种变化是动态的，也是良性的。怎么会形成垄断呢？  

 
  “只要具备强大的作者、编辑队伍和成功的营销手段，同样能出好辞书。”这句话貌似有理，其实有

很大的片面性。笼统说“编辑”是不行的，必须是“辞书编辑”。我曾请两位资深图书编辑审读部分辞书书
稿，结果他们只发现了几个错别字，没有发现大量不符合辞书编纂要求的问题。这并非这两位编审水平不高。
而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辞书的特殊要求。就像请陈景润院士去审查生物工程的书稿一样，他的满腹经纶无用武之
地，而书稿上的知识却从未涉猎过。能责怪陈院士吗？没有合格的辞书编辑而侈谈“成功的营销手段”就更成
问题。有的同志也只以销售好坏来判断辞书的好坏，这同样是不恰当的。出版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坚持社会效
益第一，在此基础上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而不能以市场为导向。辞书出版尤其是如此。因为，如果辞书质量

不过关，而在层层伪装和欺骗宣传下，在“××知识竞赛”之类活动的推动下，营销很成功，大量不合格的辞书
流入缺乏识别能力的中小学生之手，钱是被某些人赚到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他们就不管了，这是负责任

的出版者应采取的态度吗？因此，232号文指出，要办辞书出版业务培训班。为更多有志于参加辞书出版工作
的人创造条件。实际上，前几年培训中心曾两次发出举办这种培训班的通知，均因无人报名而搁浅，但愿这次
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出版界的老前辈陈原先生1980年在汉语大辞典编委会上说：“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

圣人干的，…这是真正的人干的！他牺牲自己，为了当代，为了后代，他甘作牺牲。”这说明，要编出精品辞
书来，必须要有大量资金的投入，要有一大批心甘情愿作奉献的辞书工作者的参与，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以迅速猎取名利为目的，以抄袭剽窃、粗制滥造为手段的王同亿现象的出现，使这一切都扭曲了。编辞书、出
辞书成了牟取暴利的捷径。几年十几年就编出十几二十本辞书来的并非个别，编出词典来索取几十万、几百
万，乃至几千万元报酬的也并非虚构。急功近利是劣质辞书泛滥的根源。我们期盼精品辞书迭出，期盼我国能
在若干年内成为辞书强国，最重要的前提是培养出一大批不仅学术水平高，懂得辞书编纂，而且有高尚的学术
道德和职业道德，甘愿为辞书事业作贡献的辞书工作者。相信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下，在国内同仁的共同努
力下，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 

 
【赵晨】转载自：http://media.news.hexun.com/1981_1590085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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