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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期刊编辑理念、编辑工作方式和编辑手段、编辑知识结构3 个方面。编辑
理念的变革主要集中在办刊中充分体现主体意识、策划意识和创新意识。对编辑工作方式和编辑手段的影响表现在 : 计划制订更为科
学、合理 , 更具针对性 ; 组稿更为科学、准确 ,确保稿件的前瞻性和学术性; 审稿方式更为科学、简捷 ; 编辑加工方式实现了编校方式的一
体化。信息技术要求学术期刊编辑从单一专科型编辑向现代高素质全能型编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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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on Editing of Academic Journal
ZHOU Qi  (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Xinxiang , Henan 453003)
Abstract  The i mpact of informationtechnology onacademic journals mainly lies on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editorial ideology of academic journals , the
mode of editing and the editors’knowledge structure . It functions mainly onthe completed embodi ment of subjective , scheme and creative . It enables the
planning more scientific , logical and objective . It spurs the solicit contributions more scientific , precise ensuring the contri butions’forecasting and aca-
demics . It makes the editing more scientific , si mple and fast .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technology needs academic editor transforming fromthe single
technique to the modern , high quality , universal o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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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编辑理念的影响

所谓编辑理念, 主要指编辑作为办刊的行为主体所具有

的编辑思想和观念。长期以来, 学术期刊编辑一直把社会效

益和质量第一作为刊物的价值追求, 强调刊物的政治性和学

术性, 要求编辑对来稿具有准确、敏锐的判断力。而对选题

策划的确定、年度计划的衔接、选题的侧重与连续、栏目设置

的科学合理等重视不够 , 缺乏对期刊编辑出版的整体把握 ,

难以体现编辑理念。由于观念陈旧, 选题策划的意识较弱 ,

再加上信息不畅、编辑方式与手段落后等, 导致了坐等来稿、

有什么稿件就编什么稿件的被动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带

来了编辑工作方式的全方位变革 , 它要求编辑破除陈旧的编

辑理念 , 确立全新的编辑理念。

1 .1  编辑的主体意识 主要体现在编辑从被动参与角色逐

渐转到主动介入的角色。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编辑广泛利用

信息提供了巨大空间, 编辑更有理由和条件主动查询、筛选

有关信息, 为期刊的发展理清脉络, 为审稿提供依据 , 编辑有

更多时间和精力关注学科发展, 精心选题, 科学组稿和审稿 ,

变“等米下锅”为“找米下锅”, 由此, 编辑的主体意识得到了

相当程度的体现。

1 .2  编辑的策划意识 主要体现在编辑能够利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发掘选题, 关注研究动态, 使选题能及时反映出学术

研究的最新面貌。经过策划的选题, 能够使刊物做到形散而

神不散, 年与年之间、期与期之间都具有相对的整体感和连

贯性, 使刊物更具特色和风格。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编辑进行

选题策划提供了条件, 激发了编辑的策划意识 , 提高了编辑

的策划能力。

1 .3 编辑的创新意识  体现在编辑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 ,

而是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学术期刊要拥有相对稳定乃至不

断增大的读者群, 必须从构思安排到具体编辑工作, 从内容

到形式进行全面创新, 充分展现自身的风格和特色, 体现出

鲜明的编辑思路和办刊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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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方式和编辑手段的影响

2 .1 科学性: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计划制订的影响  制订

切实可行的计划, 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资料。信息技术的发

展为编辑制定计划创造了良好的信息环境。编辑可以利用

网络上众多的专业网站、专题讨论组和多媒体数据库查询和

了解各学科的新成果、新知识, 掌握最新学术动态及各学科

的发展趋势。这样的调研, 不但迅速、方便、准确, 而且有助

于编辑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 从而迅速归纳、综合判断, 从而

制订出科学的、具有针对性的编辑计划 , 使刊物的导向作用

得以充分发挥。

2 .2 前瞻性: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组稿的影响  组稿对于

一个作者群体的构成、学术特色的体现和学术质量的高低 ,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使学术期刊的组

稿方式产生了明显的改变, 许多高校、科研单位和行政管理

部门都在自己的网页或相关专业网站上发布信息 , 编辑可以

比较容易地了解到国家级、省部级和厅局级课题的立项情

况,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最新科研动态及重点课题的进展情

况, 以便及时准确地约稿、组稿, 确保稿件的前瞻性和学术

性。另外, 还可通过相关数据库检索已发表的论文和专著 ,

了解作者的研究方向, 建立作者档案, 特别是特色栏目的作

者档案, 逐步建立刊物的核心作者队伍 , 确保刊物的学术质

量。为加强与作者的联系, 编辑部可以建立自己的网页或网

站, 让更多的作者了解刊物及编辑出版的相关信息。

2 .3 简捷性: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审稿方式的影响  审稿

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 直接关系到刊物的质量和声誉。判

定来稿是否发表, 一是要求编辑具有本专业较为深厚的理论

知识, 并了解学术研究动态 ; 二是要求编辑具有较为先进的

检索手段和检索工具。当然, 编辑不可能对各个学科都有研

究, 随着学科的分化和发展, 编辑审稿的困难日益凸现。另

外, 编辑审稿过程中的查证、查新工作也较为烦琐, 信息技术

的发展有效地缓解了这一矛盾。利用网络, 一则可以了解各

学科专家、教授的研究方向、研究专长、年龄及通信地址等情

况, 以便组建审稿人队伍, 使送审工作更准确、快速; 二则通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6 ,34(23) :6383 - 6384                     责任编辑  罗芸  责任校对  罗芸



过网络把稿件发送给审稿人, 大大缩短了传统邮递稿件的时

间, 提高了送审的速度和效率。有研究表明 : 电子审稿比常

规审稿时间缩短了14 .5 d , 稿件审回率提高134 % ; 三则可以

通过计算机的检索, 比较容易判定来稿的质量 ; 四则通过网

络可以随时与作者保持联系, 及时发送审稿意见, 这种互动 ,

提高了稿件的利用率, 缩短了编辑加工的周期。

2 .4 一体化: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编校方式的影响  编辑

加工与校对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流程的2 个重要环节 , 实行

电子文档投稿后, 编辑、校对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编辑可

以在机编辑, 减少了校对程序, 实现了编校一体化。加之校

对软件的使用使大量的文法错误、错别字及各种规范方面的

错误得到更正。编辑部内部联网后, 进行交叉校对, 实行编

校合一 , 提高了编辑部的效率。传统的发稿流程: 定稿→发

排→校样→作者、编辑、校对→核红→清样→出片→印刷、装

订, 这一流程费时颇多。信息技术改变了编辑发稿流程, 变

为: 定稿→发排→编辑( 交叉编校) →出片→印刷、装订。不

但提高了期刊的编校质量, 而且缩短了出版周期。

3  信息技术对学术期刊编辑知识结构的影响

3 .1 多维的知识结构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 科学技术发展

日新月异, 各学科知识的高度分化和综合加快、相互渗透与

交叉, 使得新兴学科、横断学科与边缘学科不断产生。学术

期刊编辑要适应工作需要, 必须要有多维的知识结构, 了解

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和临近学科的专业知识。这样, 才能敏

锐地进行选题, 科学地进行审稿、编稿等编辑活动, 保证学术

刊物的前瞻性、学术性和理论性。

3 .2 敏锐的超前眼光  信息技术条件下, 编辑只具有多维

的知识结构还远远不够, 在选题方面, 还必须要有超前意识。

要时刻掌握国内外的学科发展动向, 熟悉有关的研究部门、

学科与课题带头人以及他们的工作和获奖情况, 以便进行约

稿。另外, 还要及时地发现学术新人, 培育学术新人。只有

这样, 才能使学术期刊及时地反映国内最高的研究水平。

3 .3 较强的信息意识  学术期刊的特色体现为前瞻性、学

术性和理论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术信息的传播、交

流、融合和发展 , 也为学术期刊编辑捕捉学术信息提供了便

利。这就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增强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 提高

对信息的识别力、洞察力及分析判断能力, 对大量的信息要

充分利用并加以优化, 以形成新的信息 , 增强学术期刊的前

瞻性、学术性和理论性。另外, 学术期刊编辑还应充分应用

网络提供的工具, 把学术期刊的选题调研、信息检索、宣传报

道和综合服务融为一体 , 创新编辑工作内容, 提高编辑工作

效率。

3 .4 娴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为适应工作需要, 学术期刊

编辑必须具备娴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当前的编辑工作如

电子约稿、电子收稿、网上组稿、在机编辑、网上出版及编辑

部网页制作与维护等已成为日常工作, 且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 学术期刊编辑不仅仅是文字编辑, 更是声音、图像编辑。

如果没有娴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 根本不能适应工作的需

要。这就要求学术期刊编辑不仅要加强编辑理论、编辑技

术、专业知识及英语的学习 , 更要加强计算机操作及网络技

术的学习, 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3 .5 较高的外语水平  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发展, 学术期

刊的编排日趋规范, 要求每篇文章有英文摘要 , 需要学术期

刊编辑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另外, 学术信息的搜集、查证

及电子出版物的制作、发行和交流, 都需要一定的外语水平。

因此, 学术期刊编辑要加强外语学习, 努力提高自身的外语

水平, 只有这样, 才能使学术期刊与国际接轨, 提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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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的监督将更加有力 , 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也将进

一步提高。再次, 我国正逐渐把原来的垄断市场结构改造

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 逐步放宽对非国有资金进入传统垄

断市场的一些限制 , 这样势必导致垄断行业的部分大型上

市公司向股权制衡公司转化 , 从而使得股权制衡上市公司

的整体规模扩大, 规模效应得以凸现。

只有在以上体制改革完成的基础上 , 股权制衡的优越

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现阶段过分抨击“一股独大”, 坚持

采用制衡的股权结构还为时尚早。股权结构的改革, 应该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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