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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

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科技编辑业务培训工作。30 多

年来，举办全国科技出版社各种培训班数十期，共培训策划编辑

500 余人，新编辑约 2000 人。经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

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第六期全国科技出版社策划编辑培训班于

2010 年在国防工业出版社举办，第十八期全国科技出版社新编

辑培训班于 2010 年在化学工业出版社举办。培训后，广大学员

认真总结培训收获，积极撰写论文，踊跃投稿。经过对来稿认真

审读，遴选出优秀论文 36 篇，汇编成《学员论文集》正式出版，

以供广大科技出版社编辑切磋参考。

这些文章，有的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编辑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有的在深刻论述编辑的内涵和编辑应具备的

各种素质的基础上，理清编辑工作的思路，指出了提高编辑素质

的多种途径 ；有的论述如何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正确处理生产

经营中的各种关系 ；有的则以新的营销理念，阐述了科技图书营

销全过程应注意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有的从总结编辑工作经验入

手，具体分析论述了一般科技图书、安全图书、医学图书、“三

农”图书、大众图书、各种教材和教辅图书的从选题开发到销售

全过程的营销策划 ；有的则论述了数字出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影响及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总而言之，

这 36 篇文章，彰显了撰稿人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体会，反映

了撰稿人的培训收获。这 36 篇文章，也生动地表明，培训使学

P
reface

序俸培宗
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2011年6月



员受益匪浅，培训工作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随着数字出版的广泛开展，数字出版中的版权问题、资源安

全问题、法务问题也日益突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在流程中的

结合问题，出版内容与数字技术的结合问题，各科技出版社编辑

的数字能力、走出去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与知识不足的问题，以

及各科技出版社的信息化建设问题，都已成为制约各科技出版社

向现代出版转型中的瓶颈，所以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要

在编辑培训班中专门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或开办这方面的专题培

训及对社领导的高层培训。

祝愿各位学员，祝愿科技出版领域广大编辑出版人员，在企

业化运作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对科技出版的不断求索中，

坚持学习，继续努力，锲而不舍，继承创新，不断进步，不断取

得丰硕成果。

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将继续把行业的编辑培训办下

去，而且要越办越好，为科技出版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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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加工编辑的
素养与培养



随着图书出版产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图书市场竞争的日益

激烈，在保证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更为丰厚的经济效益，已

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样

的前提下，除去科学地进行出版规划、积极地拓宽销售渠道、尽

心地节约生产成本以外，发挥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越来越成

为出版社经营成败的关键。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职业分工，就

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一、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职业性质

策划与加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二者共同构成了编辑工

作的主要内容。刘杲先生在《关于编辑规律的几点认识》一文中

指出 ：“编辑的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出版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

行选择和加工。”简洁、明确地给出了编辑人员的工作性质。所

谓“选择”，主要就是策划和组稿，即策划编辑的工作内容；所谓“加

工”，主要就是书稿的文字加工和整理，即加工编辑的工作内容。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没有策划编辑和加工编辑的职业分工，

图书出版处于卖方市场时代，出版社与作者和读者之间基本是被

动与主动的关系。那时，我国出版界还没有“选题策划”这一概

念，编辑的工作重点在案头，图书编辑加工质量是评判编辑能力

和业务水平的主要依据。

随着出版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图书市场日益繁荣，图书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迅速增长，图书出版

浅议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
职业分工

国防工业出版社  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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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职业分工

从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出版社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转

化为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走出去”寻找

书稿资源成为必然趋势。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了一个全

新的概念——选题策划，负责选题策划的编辑称为“策划编辑”。

市场竞争越激烈，“选题策划”在编辑日常工作中所占的比重也

就越大，而编辑人员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策划”和“文

字加工”两项工作的冲突日益尖锐。由此，一些出版社率先做出

尝试，“策划编辑”和“加工编辑”的工作职能和人员配置开始

分化，譬如成立专门的“策划编辑室”和“编辑加工中心”。随后，

这种模式在我国出版界日益得到普及，目前已是众多出版社普遍

采用的机构设置模式。

策划与加工对编辑素质的要求并不相同 ：

（1）策划编辑要求眼界开阔，市场嗅觉敏锐，交际和沟通能

力强 ；了解财务知识，精通成本核算 ；了解同类书的出版现状及

读者的需求，精通市场推广策略 ；对图书所属领域有较为深入的

研究，熟悉该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动态 ；同时，具备独特的视

角，能够不断寻找和发现新的亮点。

（2）加工编辑要求熟知国家《图书出版管理规定》；文字功

底扎实 ；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强 ；知识面广博，尤其是对书稿所

涉及的领域要有深入的研究 ；工作认真细致，有耐心——这一点

相当重要，粗枝大叶的人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加工编辑。

二、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分工之利

毫无疑问，现阶段我国出版界普遍存在的策划编辑与加工编

辑的职业分工符合图书市场的需要以及出版社自身发展的要求。

出版社按照人员的特长将编辑职能分工为策划编辑和加工编辑，

可以使得人尽其才，发挥出版社整体人力资源的最大效能。策划

编辑可以专注于选题策划、组稿，加工编辑可以专注于加工整理

稿件，这两项工作是图书生产线上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若合作

顺畅，便能形成合力，促成图书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出版社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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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加工编辑的素养与培养

的最大化——在出版市场化和图书商品化的今天，这一点无疑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分工之弊

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职业分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1. 岗位职责不明确，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趋利避责

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分工之后，策划编辑岗位处于加工编辑

岗位的上游，成为编辑部门工作的主导者。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

二者本应是平等的“齿轮啮合”般的关系，逐步演变为“上下级”

似的关系。相当一部分策划编辑认为自己是所策划图书的“经理

人”，而认为加工编辑只是自己所策划图书的“打工仔”；同样，

也有部分加工编辑认为自己只是在为策划编辑服务，而忽视了自

身作为图书质量把关者的重要角色。为了突出市场意识，许多出

版社也在无意之中把“策划编辑”的意义和作用夸大化。在以市

场为导向的图书出版行业中，人们普遍认为策划编辑应该成为出

版工作的中心。过分强调策划编辑的作用，无形之中会导致“重

选题策划，轻文字加工”的后果。现在图书的编校质量滑坡，不

能不说与这种取向有密切关系。

相应的，一部分策划编辑只关心选题和组稿，对图书加工质

量并不重视 ；或者想当然地认为书稿编辑加工是加工编辑分内的

工作，应由加工编辑对书稿质量负责，图书出现质量问题时也是

把矛头指向加工编辑……凡此种种，屡见不鲜。

而对于加工编辑，情况则更为复杂。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加工

薪酬制度为计件付酬。这种薪酬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激励加工

编辑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使得图书出版流程能

够顺利进行。但是，片面地追求书稿加工数量而忽视加工质量，

必然会导致图书编校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大多数出版社已经

实行了图书质量问题的处罚制度，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时，加工编辑在图书编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疑难问

题，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和询问作者。对于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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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职业分工

的工作，职责只在加工编辑还是由策划编辑和加工编辑共同负责，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答案并未得到统一。

2. 部分策划编辑的文字加工水平欠缺

很多出版社在招聘策划编辑时都以“策划”能力作为衡量

标准，往往忽视了对应聘者文字加工能力的考察，而此类策划编

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的文字功底薄弱。这往往会造成以下两种 

后果 ：

（1）此类策划编辑更多的是作为“策划业务经理”的身份参

与图书出版过程，不能履行作为一名合格的图书编辑所应担负的

重要职责。

（2）由于对语言文字的感悟能力不强，此类策划编辑无法在

书稿审查过程中对书稿质量做出准确判断，易使存在问题的书稿

进入后续流程，加重编校人员的工作负担，甚至可能造成图书质

量事故，不但令出版社名誉受损，作者和读者的利益也无法得到

保障。

3. 激励机制不到位，影响文字编辑工作积极性

出版社对策划编辑考核的指标是其创造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而对加工编辑的考核指标主要是书稿加工量。图书收益、获

奖所带来的物质奖励与精神荣誉一般属于策划编辑，加工编辑的

精耕细作却未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这种考核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

虽然充分调动了策划编辑的积极性，但是容易导致加工编辑消极

看待编辑职业使命，过于注重加工工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

忽视图书编校质量背后的社会效益。

四、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分工的改进建议

1. 重点突出责任编辑的责任

无论是策划编辑还是加工编辑，只要担任某种图书的责任编

辑，就须负起此书稿编校出版流程中的责任，做到权责分明。很

多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兼任自己所策划图书的责任编辑，那么，他

就是该书的第一责任人，既然享有图书创利所带来的丰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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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在图书质量存在问题时首当其冲。加工编辑作为第二责任编

辑，负责对书稿文字质量的把关。这里的文字质量，是广义的说

法，包括体例、语言表达、图表和符号等应符合相关的标准和规

范，即编校质量。

2.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加工编辑的文字加工工作是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直接

影响图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因此，加工编辑的考核和奖励

指标应与图书效益直接挂钩，以调动加工编辑的积极性，从而更

好地提高图书质量。同时，出版社应建立合理的管理模式，将竞

争机制引入到出版社内部工作中，让策划编辑有权选择加工编辑，

使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得到最优化的配置。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加

工编辑的责任心，更可以激励其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3. 加强沟通与合作

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职业分工是出版社人力资源方面的配

置，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工作性质已完全割裂开来。策划编辑除了

负责与策划有关的工作之外，在书稿加工前应先行审稿，对书稿

进行宏观把握，确保书稿已达到出版要求，避免加重加工编辑的

工作负担。同时，策划编辑要事先与加工编辑就加工时的注意事

项进行充分沟通。加工编辑在进行书稿加工时应勤向策划编辑确

认编辑加工方案。加工编辑在书稿加工过程中遇到疑点时，除了

多查工具书以外，应多与策划编辑沟通，确定解决方案。

总之，编辑工作作为图书出版流程中的关键一环，策划编辑

和加工编辑的工作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二者既分工，又合作，只

有明确职责，形成合力，才能保证优良的图书质量。

参考文献

[1]  陈丽菲，等．现代图书编辑实务教程 [M]．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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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小红．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的分工与合作 [J]．出版参考．2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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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的生产过程中，选题策划是其核心竞争力，这已经成

为业内的共识。然而，有些策划编辑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追求“短、平、

快”，显得有些浮躁，从而使一些即已通过三审制的选题很好的稿

子文字质量较差，甚至出现专业知识纰漏。在这种情况下，图书

的编校质量会对图书优劣起到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作

用不亚于选题策划，所以，文字编辑的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对

于一名合格的医学文字编辑来说，扎实的文字功底，扎实、与时

俱进的医学和编校知识，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是必须具备的素养。

一、常见医学编校差错分析 

无论是新编辑还是老编辑，在名词的规范化问题上都容易出

错。新编辑的主动学习意识一般比较强，对这个问题也比较重视，

遇到没有把握的会主动查询相关资料，但由于缺乏经验，有时把

握不好，甚至有的还不太会使用相关查询工具，容易出错 ；老编

辑的工作时间较长，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对这个问题甚至

更重视，但由于知识结构老化，又往往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也容易出错。

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按学科的不同对医学名词进行了规

范，可在其官方网站上直接查询。有些名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审定

名不一致，这无疑给编辑工作带来了麻烦，同时也容易造成不分

学科性质的名词规范错误。所以，编辑在加工稿件时，一定要注

意。常见的医学编校差错和注意事项分析如下。

浅议医学文字编辑的素养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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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医学文字编缉的素养

1. 分清中医与西医

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系统，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述方

式。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一部分中医药名词进行了审定，

但仍有许多中医药名词没有明确的规范。这时，在加工中医稿件

中，就要尊重中医的语言习惯，不要动不动就将中医的常用术语

按照西医的名词进行规范，还美其名曰“中医要与世界接轨”。

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医发源于我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古老文化，

即使接轨也是世界与我们接轨，中医标准应由我们来定，而不是

将中医的稿子按西医改，最后改得不伦不类 ：中医不像中医，西

医不像西医。

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就曾遇到此类情况，一本中医稿子，经 

过编校后，一些中医术语被洋化了，如把“食指、无名指”改为“示

指、环指”；“青紫”改为“发绀”，其实“发绀”为西医呼吸病

学的名词，表示“青紫”的意思，而在中医中没有这个名词，所

以不能在中医稿件中遇到“青紫”“紫”就改成“绀”字。另外

还要注意以下情况 ：“头晕”在西医中是审定名，“头昏”不是审

定名 ；而在中医中既有“头昏”，又有“头晕”，二者有不同的内

涵，甚至还有“头重”，所以在中医中不能见到“头昏”就改为“头

晕”；西医耳鼻喉科学中“失声”为规范名词，“失音”为曾用名，

而在中医药学中“失音”为规范名词 ；在西医耳鼻喉科学中“鼻

出血”为规范名词，“鼻衄”为曾用名，而在中医药学中“鼻衄”

为规范名词 ；西医皮肤病学中，“水肿”为规范名词，而在中医

药中“浮肿”为规范名词；“咯血”与“咳血”，西医中有“咯血”

一词，没有“咳血”，而中医中二者兼有，所以不能在中医稿件

中见到“咳血”一词就要改为“咯血”。同样，西医心血管病学“心

排血量”为规范名词，“心输出量”为同义术语，而在生理学中“心

输出量”为规范名词，等等。所以，从事编辑加工工作一定要尊

重不同学科的特色，以免闹出笑话。

2. 中药药名的规范化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同一种药有正名、异名、译名之分，甚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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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加工编辑的素养与培养

在同名异药的现象，给临床用药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带来严重

危害。故在中医出版物中，中药名亟须统一。但在统一的同时不

可盲目，以免出错。举例如下。

（1）茯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一部）》（以下简

称《药典》）中有“茯苓个”“茯苓块”“茯苓片”“茯苓皮”的解释。

但在处方中经常看到“赤茯苓” “茯神”，甚至“茯神木”，尤其

在中医古籍中经常出现，这时就不要为了药名规范化统一改为“茯

苓”。因为以上名称代表着茯苓的不同部位，其功能也不相同。“茯

苓”的功能与主治 ：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用于水肿尿少，痰饮

眩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 ；“茯苓皮”

为削下的茯苓外皮，偏于走肌表，功能与主治为利水消肿，用于

水湿浮肿 ；赤茯苓为茯苓内部色淡红者，性味同茯苓，但偏于入

血分，无补益作用，长于利湿热，主治膀胱湿热引起的小便不利，

淋漓涩痛等 ；茯神即茯苓中抱松树根而生的部分，偏于心经，擅

长宁心安神，主治心虚或心脾两虚引起的惊悸、怔忡、失眠健忘

等；茯神木为茯神中间之松根，又称为抱木茯神，偏于舒筋利痹，

主治风湿筋骨挛缩，中风口眼斜，心痛等。

（2）栝楼与瓜蒌 ：瓜蒌为栝楼的干燥成熟果实，在《药典》

药材与饮片中收录了“瓜蒌”。在加工中医稿件时，往往将“栝楼”

改为“瓜蒌”，但在某些情况下“栝楼”不宜改为“瓜蒌”，如 “栝

楼桂枝汤”方，其中“栝楼根三两”，这里的“栝楼”就不能改为“瓜

蒌”。因为栝楼根的规范名是“天花粉”，其功能为清热生津，消

肿排脓，用于热病烦渴，肺热燥咳，内热消渴，疮疡肿毒 ；而瓜

蒌的功能为清热涤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用于肺热咳嗽，痰

浊黄稠，胸痹心痛，结胸痞满，乳痈，肺痈，肠痈肿痛，大便秘结。

二、关注学术前沿，与时俱进

在国防工业出版社举办的“第六期全国科技出版社策划编辑

培训班”上，一名老师说得好 ：“从事出版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

文字功底，还要有与时俱进的专业素养，因为科技发展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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