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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及其课程体系 

----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调查报告之一 

“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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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

构成，有完善的课程体系，有培养目标明确的专业方向，有20多年的高等专业教育，有一

大批专门人才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有足够的高等教育规模和科学研究成果。它虽然形成

较晚，但发展迅速，有着广泛的社会性。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和泛媒体时代，编辑活动

日益社会化和普及化，出版实践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日益广泛，编辑

出版学只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能更好地反映出版活动的实际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编辑出版学这一名称来自于1998年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我们在

上文中所说的编辑出版学学科，实际上是沿用了这一名词。就学科的涵义而言，反映编辑

出版活动的学问的学科名称应当是出版学。出版学是出版学学科的一门认识论，是对所有

出版活动以及出版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关系的一种原理性的揭示。出版学对

出版学学科中的所有的分支学科都有指导作用— —就课程来讲，出版学是其他一切专业

课程的基础。编辑学并不是有关出版活动所有方面和环节的普遍学问，它研究的是出版活

动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编辑行为的规律性。编辑学虽然重要，但它的研究对象的属性

决定了它只能是出版学学科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出版学不同级，因而，用出版学作为

学科名称更为恰当。  

二、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  

  就目前的课程设置而言，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共有184门，分解为17个知识模块。这

17个知识模块构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本架构。我们把这17个知识模块按照学科

的观点进行归并，就可以得到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  

  图1 出版学学科体系  

  就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实践来讲，出版学学科包括主干学科、延伸学科和相关学

科。所谓主干学科，是指有关出版活动最本质的知识及其体系，主要包括编辑学和出版学

两大知识模块。出版学是有关出版活动一般规律性的学问，是出版学学科的方法论，在出

版学学科体系中占有核心的位置。编辑学是有关出版活动中最具特质的业务内容——编辑

活动的知识体系，因而在出版学学科构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出版学学科的特有的内容就

是编辑学，这是出版学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讲，编辑学的发

展程度就代表了出版学学科的发展程度。  

  编辑学和出版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与别的学科鲜明区别开来的概念、知识和范

畴，是出版学学科体系中最为成熟的两个学科，也是出版学学科体系最核心的两个学科。 

  所谓延伸学科，是指运用其他成熟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出版活动而形成的交叉学

科。延伸学科的知识模块包括出版物知识、出版史知识、出版活动的经营管理知识、发行

知识、版权与版权贸易知识、国际图书贸易知识、出版法律知识等。延伸学科是主干学科

的延伸，是对出版活动的某一侧面或环节的知识及其体系。正因为如此，延伸学科一般只

创造新的知识，而不创造新的方法，延伸学科一般不会形成特有的严格区别于其他学科的



知识体系。延伸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知识的基本架构与其他学科相一致，它本来就是运用

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出版活动，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在出版活动中进一步验证其他学科

的知识体系——它只是为这一体系提供了特有的内容，但对体系本身不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  

  所谓相关学科，是指在出版活动中可以直接应用的其他学科。所有可以在出版活动中

直接应用的学科都是相关学科，但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我们一般仅仅把那些经常被应用

的其他学科当作相关学科。  

  出版学学科的相关学科包括语言学、美学、设计学、印刷技术、文化学、传播学等。

相关学科是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过因为它们已经是成熟的独立的

学科，因而，相对于出版学学科而言，是相关的学科。  

  三、出版学学科的知识  

  模块（课程群）以及专业设置  

  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要形成专业，而形成专业就需要有课程，一组相关的课程就

形成课程群，一个课程群就是一个知识模块，各个知识模块之间的相互关联就是学科体系

的架构。就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实践来讲，出版学学科共有17个知识模块，分属于主干

学科、延伸学科和相关学科。  

  主干学科包含的知识模块有：编辑学、出版学。  

  延伸学科包含的知识模块有：出版活动的经营管理知识、出版物知识、出版物市场营

销知识、出版法规知识、出版史、写作知识、发行知识、版权与版权贸易等。  

  相关学科包含的知识模块有：文学与语言学、美学与装帧设计知识、信息及其应用、

新闻传播学、印刷知识、文化与社会学知识、现代出版技术知识等。  

  这些知识模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出版活动的某个方面或环节进行了探讨，涵盖了出

版活动的所有内容，是从事出版活动不可缺少的知识体系。从学科的角度讲，构成出版学

学科基础的是主干学科和延伸学科知识模块，它们形成狭义的出版学学科体系。  

  就我们的调查数据而言，主干学科中的两大课程群共含有课程45门，占课程总数的

24.46%。延伸学科的8个课程群共含有课程67门，占课程总数的36.41%。相关学科的7个课

程群共含有课程72门，占课程总数的39.13%。主干学科课程与延伸学科课程合计有112门

课，仅就这一点而言，出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枝繁叶茂，相对成熟。各知识模块

（课程群）在课程体系中的结构见表1。  

  表1 出版学学科的课程体系  

    

  一般而言，开课门数越多，意味着该知识模块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分量越重，发展也

越成熟。但由于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主要是在近几年才飞速发展起来的，因而，“开

课门数”也可能是课程开设不规范所造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

在教育部199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被作为三级学科即专业的名义出现，

使得反映不同出版活动侧面的课程组合不能以一个独立的专业的名义而只能以一个统一的

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名义出现，这样必定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各个知识模块的“开课门数”

增多。  

  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各个院校的专业特色也在不断形成，再用同

一个专业名称（编辑出版学）来统称这些专业已经不能够体现各个专业的个性特征。可以

说，各个院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实践也在呼唤把出版学上升为一个二级学科。只有

这样，各具特色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才能够以不同的专业名称出现。  

  主干学科是出版学的本质特征，是出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特有内容，是出版学

学科下的所有专业都应具备的学科基本知识。延伸学科和相关学科所含有的知识模块则会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专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组合。就目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

所表现出的倾向而言，出版学学科可以有三个专业：编辑学、出版发行学、电子与网络出

版。  

  就目前编辑出版学专业所开设的编辑类课程而言，已经足够支撑一个专业的需要。从

27家样本院校的情况看，编辑类课程共开设有28门，而一个专业建设所需要的专业课程也

不过10门左右。见表2。  



  表2 编辑学相关课程一览表  

  出版发行类课程计有50门，支撑一个出版发行专业是绰绰有余的。当然，这50门课程

中有一些课程实际上是同一门课程，只是由于课程建设的不规范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而已。

但无论如何，出版发行类课程在目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总数中占有较大比重。见表3。 

  电子与网络出版专业可以以技术为主，在现有出版技术知识模块的基础上发展形成。

目前编辑出版学专业所开设的计算机与网络课程以及信息类课程共有22门，足够支撑一个

专业。特别是在工科背景的院校中，电子与网络出版专业创办的可能性很大。见表4。  

  电子与网络出版是一种新兴的出版活动，就学科建设来讲，刚刚起步，延伸学科不

多，因而，要加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形成相应的反映出版活动特有内容的学科知

识，促进出版学学科的发展。  

  我们说，出版学学科可以有三个专业，这仅仅是就学科的包容性而言的。一个专业能

真正成为一个专业，还要受到课程、师资、教材、教学与实验条件等的限制，特别是社会

需求的限制。也就是说，出版学学科为高等教育可以提供三个专业，也即有三组不同的课

程组合让各个院校来选择，而不必像现在这样有184门课程（起码有112门课程）让大家来

选择。  

  表3 出版发行相关课程一览表  

  要高度重视编辑出版学专业目前课程开设的混乱状况，这一状况集中反映了编辑出版

学作为一个专业已经不再能够包容其丰富的学科内涵。必须把编辑出版学专业上升为出版

学学科，上升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现状

进行分解，划分出几个专业，规范出版学教育。  

  四、学科课程、  

  专业课程和特色课程  

  出版学的学科体系由多个课程群的有机组合构成，每一个课程群又分解为以某一类出

版现象的不同侧面或环节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的课程，课程是一个学科应用于高等教育的基

本条件。处在某一学科体系中的课程，必须为这一学科服务，它的知识内涵来源于学科本

身。但是，每一门课程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在教育实践中，它可以相对独立地

发展。  

  学科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只有在它形成为一个专业时，才会与某一组课程形成直

接的对应关系。一个成熟的专业，必定有一个由一组相互关联的课程形成的课程体系。这

一课程体系相对稳定，或者其中的某些课程及其在体系中的作用相对稳定。正是这些课程

及其体系构筑起一个专业。  

  (接上表)  

  表4 电子与网络出版相关课程  

    

  除了相关学科课程以外，就课程体系而言，一个专业由三组课程构成：学科课程、专

业课程和特色课程。学科课程和专业课程是一个专业称之为这个专业的必要条件，是这个

专业的特质要求的，是需要统一规范的。特色课程是一个专业在某个院校开设的个性化内

容，不需要统一和规范。  

  在教学实践中，学科课程又称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一起构成为

一个专业的核心或主干课程。特色课程一般是专业主干课程之外的课程，当然，也可以是

主干课程中某一门或某几门课程。在后一种情况下，特色课程实际上是这个院校本专业的

强势课程。  

  至于学科课程、专业课程和特色课程的门数是不确定的，只要它们涵盖了该专业的基

本的知识模块即可。学科的知识体系为课程的门数规定了一个下限，其上限取决于学时

数。  

  就出版学的学科体系而言，学科课程主要有：出版学、编辑学、编辑出版史、出版法

规等。编辑学专业的专业课程有：图书编辑学、报纸编辑学、期刊编辑学、电子与网络编

辑学、影视编辑学、选题策划、图书评论等。出版发行专业的专业课程有：出版业概论、

国外出版概论、图书分类、出版企业管理学、图书营销学、报刊广告、书籍装帧设计、出

版物成本与核算、发行学、版权贸易、国际图书贸易等。电子与网络出版专业的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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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音像电子出版概论、网络出版概论、音像电子出版物制作、电子商务、网络技术、计

算机图像处理、网页设计等。目前，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课程

设置不规范，课程设置过碎，严重干扰了专业主干课程，以至于不同院校的编辑出版学专

业放在一起，几乎看不出是同一个专业。就我们调查的数据来看，同一门课程平均只有2

个院校开设。被开设最多的课程是编辑学（名称也不同，有编辑学、编辑学原理、编辑学

概论、编辑学基础等），有66.7%的院校开设。被5个及5个以上院校开设的课程有20门，

占全部课程的10.87%。被2—4个院校开设的课程有28门，占全部课程的15.22%。仅仅有一

个院校开设的课程有136门，占全部课程的73.13%。见表5。表5 被5个及5个以上院校开

设的课程一览表  

    

  课程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急需规范统一。如经营管理类课程，其名称有“出版经济

与管理”“出版经营管理”“出版社管理”“书业企业管理学”“出版发行企业管理”

“图书经营”“出版社经营管理”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课程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即使

略有侧重，其主要的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出版学学科对出版活动的经营管理问题的研究还

不可能发达到有这么多分支学科的程度。  

  营销类课程也如是，其名称有“书业营销学”“图书市场营销”“出版物市场营销”

“出版营销学”“市场营销策略”等。这些名称其实就是一门课程，即关于出版活动中的

营销问题的学问。  

  课程名称的混乱存在于所有的出版学学科的知识模块，是出版学学科课程建设中普遍

存在的一个问题。课程名称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课程的内容，大量的似是而非的

东西在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中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课程建设实际上已经到了不得不

抓的程度。  

  课程的混乱反映了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不成熟，特别是反映了出版学学科仍然处于由各

个院校自发发展的阶段，而缺乏规范和统一。一个成熟的学科必定有自己的全国统一的甚

至是世界统一的学科组织，来负责规划和协调学科的发展。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可以并且

一般是由各个研究教学点自发地发展的，当发展达到一定规模，由于自发发展而形成的各

种矛盾就会不断激化，就需要向自为的学科发展的高级阶段转化。我们认为，我国出版学

学科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目前的自发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了。 

  要采取有力措施，协调各方力量，在原来编辑出版学专业负责人联系会的基础上，建

立全国出版学学科建设协调小组，促进各院校出版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对各院校编

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水平进行评估，大力压缩课程门数，规范课程名称，统一课程大纲，提

升出版学学科建设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项目，课题组组长是中国

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玉山，成员有刘拥军、刘兰肖、余秀丽等。本报告是该研究的阶

段性成果之一，由刘拥军同志执笔，数据处理和基础性分析由刘兰肖同志完成。在报告形

成过程中，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人教司孙文科、李宏葵同志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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