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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策划的科学思维和预测 

郭有声 

    1.选题策划的科学思维。选题策划，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活动。思维方法正确与否，直

接关系到选题策划的成败。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指导选题策划工作，可以取得较好的效

果。选题策划的思维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创新思维方法。这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思维活动，创造出新的图书品种，或者

改变图书的形式等，最终赋予图书全新的使用功能。在策划过程中，不受条条框框的束

缚，思路灵活而通畅，让获得的信息、经验、灵感在头脑中自由地撞击和组合，从而产生

新的创意，策划出崭新的选题。 

    （2）联想思维方法。即找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线索，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新的创造。比如：“横向联想”，由《实用内科学》想到《中华内科学》等；“纵向

联想”，由《中国古代医学史》想到《现代医学史》《当代医学史》等。 

    （3）功能定位思维方法。根据读者对书籍的不同需求，对选题进行功能定位。比

如：如果“求普及”，可考虑指南、入门、速成、初级教程等；若“求提高”，可考虑

论、学、研究、进展、高级教程等；如果“求精”，可考虑精编、精粹、荟萃、集锦、举

要等；若“求全”，可考虑全集、全书、大全、大观、大典、集成等。但是不能搞成“四

不像”的书：该高不高，该低不低，该精不精，该全不 

全。 

    （4）反向思维方法。在思考问题时可以调转一个相反的方向，变换一个不同的角

度，这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举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传说，从前有位老太

太，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伞，小儿子晒盐。为了这两个儿子，老太太差不多天天忧心

忡忡。每逢晴天，老太太念叨：这大晴天，伞可不好卖的。每逢阴雨天，老太太嘀咕：这

阴天下雨的，盐可咋晒？如此忧心忡忡，老太太竟忧郁成疾，两个儿子不知如何是好。幸

亏访得一位名医，为老太太开了一个处方：“晴天好晒盐，你为小儿子高兴；雨天好卖

伞，你为大儿子高兴。如此转念一想，保你忧郁全消。”老太太依方而行，果真无忧无

虑，心宽体健。这个故事说明：对于某件事情，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引起消极情

绪；若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就可能发现它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绪。这在医学上是“转

换视角解除忧虑”的一种疗法。这个故事对我们编辑工作的启示是：可以从一个角度，也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和策划选题，从而避免思路狭窄、思维片面，捕捉到使读者感

到新鲜的选题。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习惯于“正向思维”。比如，在思考临床医学著作选题时，常常

想到“临床成功的经验”，这类书籍出了很多，当然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利用“反向

思维”的方法，就可想到“临床失误的教训”，这类内容的书医生也需要。近年来，人民

卫生出版社的编辑策划了几个这方面的选题，出了几本“临床误诊误治教训”的书籍，深

受广大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医生的欢迎。可见，“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有用。 

    2.选题策划的科学预测。应当看到，以往我们的选题策划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

是没有真正建立起科学的预测机制。这个机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图书需求预测。包括图书需求最低点、市场需求潜量的分析和预测。图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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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点，就是只凭书店征订单预订，出版社不作任何销售努力，就能够实现的需求量。市

场需求潜量，是指读者对该书达到的最大可能的购买量。 

    （2）图书销售预测。包括图书销售额的预测、图书销售寿命的预测、图书销售效果

的预测等。就是说，编辑不仅要对图书的质量负责，而且要对图书的结果负责。 

    （3）图书成本预测。即以管理费用、编录费用、印制费用、销售费用等为依据，对

图书成本进行核算，超过成本的选题暂缓考虑，但对于确有市场前景和发行潜力的选题，

应予以通过。 

    （4）图书盈利预测。即根据该书预测的销售数额和成本数额等，预测其盈利数额。 

    总之，通过图书的科学预测，使出版社在竞争激烈、变化莫测的图书市场中立于不败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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