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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 

沈东山 

摘 要: 要完善图书质量管理体系，首先要充分认识图书质量与品牌、效益之间的关

系；第二要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图书质量事前控制机制；第三要改进图书质量事后监管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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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出版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还是出版单位，都已经建立了

较为完整的图书质量管理体系，但从新闻出版总署对图书质量抽查结果来看，现有的图书

质量管理系统还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

曾多次组织过图书编校质量检查，但检查结果不尽如人意。1997年8月，对23家出版社的

26种工具书进行了编校质量检查，其中13种图书不合格，不合格率为50%；2002年4月，对

33家良好出版社送检的33种图书进行了编校质量检查，结果：优质图书5种，良好图书2

种，合格图书15种，不合格图书11 种，不合格率为33.3%；2003年10月，对19种辞书进行

了编校质量检查，结果：1 9种辞书全部不合格，差错率超过5/10000的有12种，差错率超

过10/10000的有7种，《多功能学生字典》的差错率竟高达37.57/10000。这组数据至少说

明三个问题：一是出版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对图书质量与品牌、效益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

认识，对图书质量重视不够；二是现有的质量管理系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三是现有的质

量管理系统存在缺陷，尚不够完善。所以提高出版从业人员对图书质量重要性的认识，进

一步完善图书质量管理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认识图书质量与  

  品牌、效益之间的关系  

  1．重视图书质量的重要性。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工商企业并不是为

着自身的目的，而是为着实现某种特别的社会目的并满足社会、社区或个人的某种特别需

要而存在的。”社会责任成为现代企业的本质属性。根据这种理论，出版单位的社会责

任，就其产业特点而言，就是服务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和人

的全面发展。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对图书质量负责。提供优质图

书是出版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图书质量是出版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图书质量出现问题，一方面会给读者带来

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图书内容方面的差错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乃至社会的进步；

另一方面对出版单位自身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轻则损害企业形象，减少经济收入，重则阻

碍社会发展，被社会淘汰。所以出版单位和出版从业人员都要十分重视图书质量，要向老

一辈出版家学习。我国老一辈出版家对图书质量历来都很重视，叶圣陶先生为此曾撰写过

《希望大家用心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一文，文中指出：“认真检查书籍的内容，提高出版

物的质量，要集合大伙儿的力量来干……你不发觉我发觉，我见不到他见到，各方面的同

志都能这么做，我们出的书，质量就可以逐步提高了。”  

  2.图书质量是品牌的物质基础和价值基础。目前出版业的竞争已经进入品牌竞争的时

代，没有品牌图书的出版单位就没有竞争优势。这里所说的品牌图书不是指所有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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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给新编辑一个福音 / 郝建国 苟 萍 而是指那些质量优良、信誉度高、市场覆盖率大的优质图书。它是优质图书的代名词，是

读者优先选购的目标。  

  质量上乘的图书才能形成品牌图书，进而成为出版单位的标志性图书。美国的兰登书

屋曾一度靠《现代文库》《人人文库》两套文学丛书跻身世界大出版集团之列；《汉译世

界学术名著》《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图书，几乎成为商务

印书馆的代名词。  

  3．培育优质品牌图书是出版单位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第一，品牌

图书可以提高出版单位的知名度。美国著名出版家小赫伯特·S·贝利在《图书出版的艺

术和科学》中指出：“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

名。”使出版单位出名的书，就是出版单位出版的能够代表出版单位形象和品牌的图书。

品牌图书就是一个现代出版单位的标志和出版品牌的象征。它通过给出版单位造成形象效

应而为其带来巨大的效益。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要一提到这些品牌图书，就会立刻想到出

版它们的出版单位。品牌图书还可以为出版单位赢得各种图书奖项，为其带来良好的社会

效益。第二，品牌图书以卓越的信誉长期赢得读者的信任，提高读者的忠诚度。读者的信

任和忠诚，是出版单位的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不仅可以提升出版单位的品牌形象，而且

可以增加出版单位的利润。美国商业研究报告指出：固定消费者数目每增加5%，企业的利

润就会增加25%。第三，品牌图书直接扩大图书销量，提高出版单位的经济效益。在出版

单位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品牌图书是其营销推广的领军产品，直接带动整个出版单位图书

产品的销售，并在销售份额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品牌图书在出版单位发展过程中发挥的拉

动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品牌图书都是出版单位长盛不衰的重版重印图书。低成本、低费

用，常销、热销，是品牌图书一个明显的特点。现实当中很多出版单位的大部分收益都来

自其品牌图书。  

  出版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只有充分认识到图书质量的重要性，才会自觉地重视图书质

量；只有充分认识图书质量与品牌、效益之间的关系，才会自觉地提高图书质量，培养图

书品牌，以此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建立以预防为主的  

  图书质量事前控制机制  

  1.选题立项环节的预防性控制。这一环节控制的主要内容：第一，确定选题方向。选

题方向的确定是出版单位的重大决策，选题方向确定之后，就必须根据既定的选题方向取

舍选题，不能什么书都出。第二，论证选题的可行性。一是三级论证，通过三级论证，淘

汰背离选题方向的选题，去掉仿制、雷同等低水平重复的选题以及伪书选题；二是专家论

证，重要选题和重大选题可以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论证，以保证选题的切实可行。第

三，优化选题结构。一是优化选题的品种结构，一个时期的选题要适当集中，以形成规

模。一般选题、重点选题和重大选题三者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二是优化选题的期

间结构，要保持中长期选题和年度选题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中长期选题太少甚至没有中

长期选题，年度选题就容易失去明确的方向，甚至导致出现短期行为。第四，物色目标作

者。策划人策划选题的同时还要物色目标作者，物色的作者应当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学有专长，且写作水平高，责任心强。作者的素质直接决定书稿的质量。没有合适的作

者，这个选题就不能立项。第五，评估营销能力。图书出版后只有销售出去才有价值。  

  在宏观调控方面，针对选题控制问题，新闻出版总署已建立了两项制度：一是年度选

题计划审批和备案制度。新闻出版总署对不符合国家法规、规定的选题可以进行调整或通

知撤销；二是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列入备案范围的重大选题，未申报备案或上报后未得到

备案答复的，不得出版。  

  2．组稿环节的预防性控制。这一环节控制的主要内容：第一，策划编辑设计出书稿

的总体构想。策划编辑在组稿前，对于书稿特别是丛书和套书书稿，应当有明确的构想，

对书稿体例结构、表现手法、切入的角度、内容的规范和取舍原则、书稿字数、整体设计

等都应有明确的思路。第二，加强与作者的沟通。一是向作者传达自己的总体构想，让作

者充分理解自己的思路；二是就写作体例等与作者进行磋商，达成共识，并确定写作提

纲、写作进度和质量要求；三是向作者分发《作者须知》，向作者介绍一些国家规范和标

准，以及具体的写作要求；四是及时了解书稿的撰写质量和写作进度。第三，审读样稿。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审读样稿是把握书稿质量的重要环节。审读样稿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对作者已发表的文章

和著作进行阅读，以确定作者可否试写样稿；二是对作者试写的样稿进行审读，通过样稿

审读，对书稿总体质量进行把关，避免书稿偏离事先的构想。第四，交稿时严格把关。作

者送交的书稿，应当由责任编辑抽审一部分，检查其是否符合既定的写作体例和编辑的构

想。不合格的书稿总编室不能进行来稿登记，更不能进入编辑加工程序，而应退给作者修

改。  

  3.编辑审稿和加工环节的预防性控制。这一环节控制的主要内容：第一，建立编辑持

证上岗制度。没有取得编辑资格证书的，不能编辑书稿。第二，强调编辑的专业分工。编

辑不是全能人才，不可能精通所有的学科，不是什么书稿都可以编。编辑超过自己所学专

业的书稿，成书后不合格的几率就比较大。应当限制编辑人员编辑与所学专业不相关的书

稿。第三，落实现有的三审制度。初审、复审、终审都要认真审读书稿。如今有些出版单

位，三审制变成了“三签制”，书稿处理的草率和流于形式，势必导致图书质量的不合

格。第四，编辑对书稿内容质量严格把关。三审人员不仅要从编校角度和政治质量方面对

书稿进行把关，还应从书稿的学术创新程度、学术含量等角度对书稿进行审查把关。这就

要求编辑不断学习，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编辑学者化是现代出版的要求，也是我国

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王韬、鲁迅、张元济、郑振铎、叶圣陶、王云五等先贤都是集学者、

教育家、思想家等于一身的编辑名家、大家。第五，建立专家审稿制度。编辑可以是某一

方面的专家学者，但不可能是某学科所有领域的专家。所以对于一些学术性强的书稿，应

当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审稿，对书稿的内容质量进行把关。第六，完善编辑质量考核制

度。一是具体规定各审稿环节的任务和考核指标。比如，出版单位可以规定，责任编辑负

责加工全部书稿，文字错误控制在1/1000 0以内；下一审稿环节对上一审稿环节进行监

督，复审发现书稿文字错误超过1/1 0000的，应将书稿退给责任编辑重审书稿。二是在书

稿发稿前，由内部质检部门对书稿质量进行抽检，差错超过1/10000的，不得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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