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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策划的需要性原则  

需要性原则是在选题策划时必须设法充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这一原则既体现了编辑出

版工作的目的性,又体现了编辑出版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它是选题策划的一条首要的原则。  

社会发展需要既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方向,也是编辑出版工作者和管理者的职责。编辑出

版工作,首先要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策划选题。只有这样,选题才有生命力,才容易得到预期

成果,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许多成功的选题策划证明,面向社会需要提出的选题,能够得到社会欢迎,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益,因此,这类课题是选题的重点。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只看眼前而不顾长远。我们应从

整个社会发展和文化积累的长远需要出发,既要选择当前社会需要的选题,又要适当选择长远

课题,要把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选题策划的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要求在选题策划时要有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科学的理论根据,科学的理论根

据归根结底也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的。选题的科学性原则体现了编辑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实事

求是的基本精神。因此,选题的科学性原则也是选题策划应当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  

我们看选题是否具有科学性,一要看它是否以被科学实践所反复证明、符合客观规律的

科学理论为依据。二要看它是不是事实,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因此,凡是违背 科学理论的选

题不可选,例如迷信荒诞的内容;凡是违背客观事实的选题也不可选,例如“马克思主义过时

论”等。当然,有时为了批判用,适当选择内容谬误的选 题也还是有必要的。  

科学无禁区,选题有限制,即受科学性原则的限制。否则,选题策划就是不科学的,甚至是

伪科学的。当然,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之间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对于 敏感的、有争论的

选题要特别慎重。这也深刻地说明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从而才能较准确地画清科学与非科学、 伪科学的界限。  

三、选题策划的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原则是在选题策划时,要以选题本身是否具有先进性、新颖性为原则。这就是说,

在选题策划时,要选择别人没有提出来的,或者是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这 样才能保证编辑出

版工作的独创性和突破性。否则,不仅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创造价值,而且还会造

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创新性原则,体现了编辑出版的 价值意义,能够使选题策划有新发展,有

新突破,从而使编辑出版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选题策划的

创新性原则是由选题策划的需 要性原则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则。没有创新性的选题就失去

了需要性和价值性,因此,只有坚持创新性原则,才能坚持需要性原则。创新性是选题策划应

当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选题策划能否创新,和多种因素有关,但编辑出版工作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贯彻和坚持

选题策划的创新性原则,首先要克服因循守旧、迷信权威、唯书唯上的旧观念,树立勇于探

索、勇于创新的新胆识,敢于选择在概念上、观点上、方法上和应用上有创新的选题。其次,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性想象力。创新性的选题离开创 新性的想象力是难以实现的。编辑出



版工作者的潜能有赖于编辑出版单位创造有利于开发潜能的机制和环境。  

许多编辑出版工作者都感到,在出版业竞争激烈的今天,要策划一项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是

很困难的。这是事实。但是,实践证明,只要开动脑筋,精心策划,就一定 能提出具有创新性

的选题。这里以马列著作中译文单行本出版为例,从1920年我国出版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算起,我国已有86年中译本 翻译出版的历史,至今全部马列著作单行

本都有了中译本,甚至主要著作都有了多种中译本。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创新吗?回答是肯定

的。例如,1998年7月山东 大学出版社出版《共产党宣言》(绘图本);2006年2月人民日报出

版社出版《资本论》(缩译彩图典藏本)等书都各有特色。绘图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 

一个创新,缩译彩图典藏本也是一种创新,这两种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  

四、选题策划的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要求在选题策划时,要把这个选题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即从系统性出发,着

眼于整个编辑出版工作全过程,完整地、全面地做好整个系统的工作。  

系统性原则告诉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过程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由许多工作环节组成;

每一个工作环节不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每一项工作环节都

具有特定功能。  

我们在选题策划开始时,就要考虑到后续的各项工作环节,如组稿、编辑加工、装帧设

计、发稿、校对、印装、出版、宣传、发行等,考虑到每一个环节的实际情况,如人力、物

力、财力。各个部门要互相配合,相关部室领导乃至社长和总编的参与,才能取得良好的效

果。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要注意到,上述每一个工作环节不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选题策

划搞好了,并不能说就有了好效果;组到好书稿,如果编辑校对工作搞不好, 书稿质量也不会

保证;有了好书稿,如果印装工作搞不好,也不会印出高质量的图书;其他编辑出版工作都做好

了,如果发行工作做不好,也不会取得“双效益”, 等等。  

在现实工作中,编辑出版工作者和管理者一般都能遵循系统性原则,注意做好每一个环节

的工作。但也有时发生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和失误,而造成整个选题失败,甚至遭受重大损失。  

五、选题策划的前瞻性原则  

前瞻性原则要求在选题策划时一定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看眼前而不看长远,只考虑短期

效果而不考虑长远效果。因此,我们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没有预见谈不上领导”,从事领导

工作如此,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也如此。  

能否具有前瞻性,其结果的确大不相同。例如,苏联解体后不久,我国有个别出版社误以

为中国搞市场经济了,就不需要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图书了。而在同一时期, 也有一些出版社

领导则认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要积极组织出版马克

思主义的图书。此后不久,党中央做出了要加强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决定,宣传马

克思主义图书的发行数量开始增多。积极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图书的出版社获得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这表明,人们的眼 光确实有较大的不同,能否具有前瞻性在编辑出版工作

中的确十分重要。  

要做到选题策划具有前瞻性,一方面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认识事物和分析事物的

能力,掌握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在编辑出版工作实践中,总结自己和别人的经

验,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洞察力和识别力,不断提高科学前瞻性。  

六、选题策划的可行性原则  

选题策划的可行性原则,要求在选题策划时,要根据实际具备的和经过努力可以具备的条

件来策划选题。可行性原则体现了选题的条件性,是策划选题应该遵循的又 一条基本原则。

所以,编辑出版工作者在选题策划时,不仅要考虑选题的需要性等各项原则的要求,还要充分

注意和考察自己是否已具备完成某项选题的主、客观条件。否则,再好的选题也可能难以实

现。正因为如此,在选题策划时,一定要选择主、客观条件尽可能具备的选题。  



从主观条件看,应该选择自己所熟悉的课题,也是自己的知识结构比较完备,适于自己智

力水平、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的选题。课题的难度、规模一定要同集体或个 人的能力、水平

相当。既不要过高估计自己,在选题上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畏难不前。从客观条件看,

应该充分注意和考察完成选题的客观物质条件、图书 资料、经济能力和人力条件等。例如,

《学习的革命》一书出版后发行量很大,在全国有较大影响。但这样的出版效果,与策划者投

入数以千万元计的广告宣传费直接有关。这类选题对于经济实力不强大的出版社就不具备可

行性。  

选题策划只是工作的第一步,后续的各项工作都要具有可行性才行。要精心策划,切实做

到保证书稿质量、保证校对质量、保证印装质量、保证发行数量。这里特别 要谈到发行问

题。选题虽好,如果发行数量不大,也不会产生“双效益”。预测发行数量,一定要切实可行,

理论推测、纸上谈兵等往往不可靠。一定要采取有效措 施,切实保证征订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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