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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是什么 

蔡学俭 

    这里要说的责任编辑是什么?一是责任编辑的“编辑”是什么?二是责任编辑的“责

任”是什么?因为这两方面认识上还不很明确，工作中还不很一致。   

    按照《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图书的责任编辑由出版社指定，一般由初审者

担任”，“初审，应由具有编辑职称或具备一定条件的助理编辑人员担任(一般为责任编

辑)”。可见责任编辑是担任初审的编辑或助理编辑。通常的理解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也有编辑室主任、正副总编辑(含高级职称人员)担任责任编辑，或与其他编辑人员一起担

任责任编辑的。还有一种策划编辑，未见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越来越多，并公开署名

于书名页。策划编辑是不是责任编辑，与责任编辑是什么关系：指导的，平行的，相互联

系或相互隔绝的。   

    上述情况的出现，说明对责任编辑的概念要进一步界定。责任编辑是书稿的初审者，

这是确定的，但担任责任编辑的人员，不限于编辑或助理编辑，还包括编辑室主任和具有

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即所有的编辑人员。现在实行书号控制，各出版社统计“有发稿权

的编辑”，就包括了各类编辑人员。策划编辑的地位，有待法规确定，我的意见，策划编

辑也是责任编辑。《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出版社的全体编辑人员应认真履行编辑

职责，积极参与选题的策划工作。”这说明责任编辑也应参与策划，策划是责任编辑的份

内之事。既然全体编辑人员都可担任责任编辑，都应参与策划，又何必另设策划编辑，使

“策编分离”呢。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担任责任编辑的编辑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他们审

读的书稿是不是同样要坚持三审制?现在的情况大都是一人包审至多是两审。我们不能把

担任责任编辑者的职务和地位与三审制相对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要切实做

好初审、复审和终审工作，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三审环节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

能同时由一人担任。”原因无须多说，做过编辑工的人都能认识这样规定的必要性。高水

平作者的书稿都要由出版社进行三审，这是为了防止疏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

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编辑人员初审的书稿不等同于他们复审、终审其他编辑人员初审的

书稿，如果不坚持三审制，易于出现差错。因此，他们初审的书稿同样需要由符合规定的

其他编辑人员复审和终审。现在还有一种聘请社外专家担任责任编辑的做法，不仅同样要

坚持三审制，还应要求社外责任编辑切实履行责任编辑的全部责任，不能仅仅看看稿了

事。   

    还想说的一点是，出版社是文化单位，不要搞“官本位制”。编辑室主任、总编辑不

是官，与普通编辑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这种上下级关系与行政机关不同。大学里有些著

名的专家并不是系主任、院长和校长，而只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但不影响其职称和待遇。

出版社可不可以有一些具有高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普通编辑，不一定要他们当室主作或总编

辑。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评聘职称时不要把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的人数比例定得太死，

允许普通编辑中具备条件的也可晋升高级职称，并给予他们与其职称和贡献相适应的待

遇。出版社需要大量人才，而职务岗位有限，不可能都去当“官”，故须破除旧的用人机

制，广泛吸引容纳人才。优秀的著名的普通编辑多了，图书的质量便有了保障，出版社的

声誉和影响便会不断扩大。再说说责任编辑的责任。《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是这样规定

的：责任编辑负责“初审……在审读全部稿件的基础上，主要负责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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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审查，把好政治关、知识关、文字关。要写出初审报告，并

对稿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

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并负责对编辑、设

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规定很明确，但有些单位却没有认

真贯彻执行。例如以“目标责任管理制”为名的利润包干，就迫使编辑不得不用主要精力

跑发行，跑码洋……，而难以履行应尽的职责，这是导致图书质量不高、结构失衡、人才

难以成长、买卖书号屡禁不绝、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还有如前述的“策划编辑制”，把

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分开，地位不同，待遇有别。如果策划编辑只是策划选题不负责审

稿，文字编辑不参与策划，策划的意图怎样能够实现，图书质量怎样得到保证。这样做，

割裂了编辑工作的整体性，违反了编辑工作的规律，是不可取的。西方国家设立策划编辑

或组稿编辑，但他们仍然负责审稿，而且相当严格，同样是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举出

许多例子说明这点，请参见隋祥先生所写《编辑的首要职责是什么?》(载《出版科学》

1999年1期)，这里就不重述了。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一些影响责任编辑履行职责的做

法。责任编辑是出版社的细胞，激发其活力，是保持出版社生命力持久不衰的源泉。责任

编辑不能尽责，积极性受到种种制约甚至扼杀，智慧和才华得不到充分发挥，长此以往，

何从谈出版业的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在书名页上署名，是为了昭示责任编辑的责任，他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书名

页上不可能列出，但在读者心目中他却是要对图书编辑工作负全部责任的。这种有限责任

与无限责任的错位，使责任编辑处于有苦难言之境。这里既有前述的制约编辑不能尽责的

诸因素，又有责权不一致的问题。《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关于责任编辑负责对出版各环

节的质量进行监督的规定，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从目前情况看，这项规定是难

以落实的。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对编辑作品由编辑人

享有著作权，图书出版者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等作出了规定，但对编辑权利的

保障还是不很充分的。由些引起的一些著作权纠纷，使出版社和编辑有理难伸。我国出版

业不同于西方出版业，编辑的把关责任重大，权利要相应得到保障。   

    关于责任编辑的责任的规定是明确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和编辑责权不相适应，

还有编辑素质不高、管理松弛等。不解决这些问题，就编辑责任谈编辑责任是难以奏效

的。 (作者单位：湖北省新闻出版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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