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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报编辑工作着力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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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学报由于办刊时间短、相关制度不完善、办刊经验不足等因素，其存在的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从

责任编辑的角度看，当下要提高高职学报质量，其着力点主要有：及时处理来稿、把好审稿关、在编校上下功夫、加

强栏目策划、重视出刊后的信息反馈与总结、积极参加培训与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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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journal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wing to the factors like the short period of running, imper-

fect systems and lacking of experience. In the editor's opinion, we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ca-

tional colleges journal: processing manuscripts timely, reviewing manuscripts carefully, working hard on the editing, strengthening

planning sections, focusing on the feedback and summary after publishing, participating in training and learning, etc..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journal; academic quality; editor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4.02.018

收稿日期：2014-04-29
作者简介：程勇（1971—），男，浙江临海人，编辑，硕士，研究方向：编辑学。

高职学报由于办刊时间短、相关制度不完善、

办刊经验不足等问题，[1]与本科高校学报相比，有

着自身的特点，因此高职学报的责任编辑在提高学

报学术质量的着力点上，有着自身的要求和做法。

一、及时处理来稿

高职学报自身特点决定了责任编辑要及时处理

来稿。首先，很多高职院校的学报编辑部没有独立

编制，往往挂靠科研处、高教所等部门。以浙江省

为例，9 家公开出版的高职学报，仅有 2 家具有独

立编制。这造成高职学报的编辑专职少兼职多，且

流动性大。[2]有些编辑身兼数职，事务繁多，使得

稿件不能及时处理。其次，高职学报季刊占多数，

双月刊少，出版的时间压力较小。也以浙江省为

例，双月刊仅 2家，其余均为季刊。所以有些学报

的稿件一星期或者几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才集中处理

一次，这样往往导致稿件通过审稿后，与作者联系

时，才知道文章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这不仅让高

质量的稿件流失，还造成自己工作的白费。有些作

者会因为该学报的稿件处理速度太慢，以后就不再

向该学报投稿，影响了学报稿源的扩展。再次，很

多高职学报除了专职编辑缺少外，也缺专职编务。

在来稿时间分散、渠道多元的情况下，来稿登记工

作就容易出问题。有些高职学报将网上来稿的下

载、登记、分类、统计等工作交给勤工俭学的学生

来做，有些高职学报则直接省去，使得编辑不能及

时掌握来稿情况。作者询问稿件处理情况时，编辑

不能给予明确答复，影响作者对该学报的印象和信

任度。

因此，编辑不仅要及时处理来稿，还应设置电

子投稿邮箱来信的提醒功能，做到当日或翌日完成

下载、登记工作。同时，投稿信箱设置自动回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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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自动回复信函里承诺初审结果的反馈时间，

比如3~5 个工作日，要求作者在这个时间段里不能

另投，这对投稿者而言也公平合理，责任与义务对

等，富有人性化，使得“不要一稿多投”不再是一

句空话。

二、把好审稿关

审稿是保证学报学术质量最重要的一环。我国

普通高校学报基本上执行编辑初审、专家复审、主

编终审的三审制度。这一制度在本科学报发展过程

中，经过长期实践，不断完善，已经成为一套操作

性强的基本办刊制度，为高校学报的发展起到很大

的作用。但这一制度在高职学报却很难落实，基本

上流于形式。 [3]主要原因是高职学报办刊时间不

长，专家数量少，多数高职学报的审稿专家库没有

建立，或者专家库里的专家数量太少。三审制当中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专家复审，专家太少就使得很多

稿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审稿专家，高职学报就经常

碰到这种情况，因此三审制效果不佳。由于审稿制

度不完善，高职学报的关系稿特别多，这样就形成

了恶性循环。

鉴于目前高职院校专家数量少、高职学报没有

建立审稿专家库的现状，稿件的同行集中评议的方

法值得推广。责任编辑或栏目负责人根据已经通过

初审的稿件的研究内容，召集5~7 名专业相同的教

师集中评议。从工作方便考虑，被邀请的教师可以

来自本校或邻校。对被邀请的教师的资格要求，先

考虑专业方向相同或相近，其次才考虑职称的高

低。集中评议来稿的观点、论证与结论，各抒己

见，讨论后大家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该稿

件是否通过。集中评议须当场公布结果；稿件须匿

名；稿件也不是事先发到评议人手中，而是评议人

到达集中地点后才拿到。强调这些细节的目的是使

评议结果更客观公正。同行集中评议的审稿方法与

目前的专家审稿制度相比，有两个好处：一是减少

由于专家个人主观喜好差异、要求高低不同、缺少

同期稿件的横向比较等因素，造成审稿的误差，况

且目前的专家审稿大多是由一位专家审，主观性太

强；二是大大提高审稿效率。每次集中评议不是一

篇稿件，而是一期学报中某个栏目的所有稿件。这

种稿件集中评议方法对高职学报来说，切实可行，

如果坚持并形成一项基本审稿制度，能有效杜绝关

系稿。

三、在编校上下功夫

来稿的编辑加工是责任编辑的中心工作，稿件

的加工能力是编辑水平的直接体现。责任编辑的稿

件编校能力也会影响学报的质量。高职院校教师的

论文，往往在文字表达上比较欠缺，错别字、标点

符号错误、语句不通顺比较多，因此，高职学报的

编辑就需要在这方面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本

科学报编辑在稿件编校上的不同之处。高职学报编

辑数量少，来稿的专业方向又多，需要编辑了解更

多的专业知识。高职学报多数是综合类的（在出版

刊号上标“Z”的），以浙江省为例，9 家公开出版

的高职学报，全部为“Z”类。9 家学报的专职编

辑总数也不到 20 人。可以说，大多数编辑都能接

触到各个专业的论文，这一点也是高职学报编辑与

本科高校学报编辑有所不同的地方。因此，高职学

报的责任编辑更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在改稿上

更需要锻炼最基本的文字组织能力。[4]

校对也是稿件质量的重要保证。高职院校学报

几乎没有专职校对，校对基本上是由责任编辑负

责。校对的失误率跟个人细心程度关系密切，跟校

对时的情绪、注意力也有关系。所以，高职学报责

任编辑要注意培养自己细心的性格，要注意培养自

身情绪的掌控能力。另外，为降低校对失误率，可

以采取编辑同行互校，同行编辑可以来自一个编辑

部，也可以来自不同编辑部，还可以采取让作者参

与校对的方法。作者看自己的文章往往由于思维惯

性而错误漏纠，但经过编辑的稿件加工和排版，文

章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把排版后的

PDF样稿发给作者，并告诉作者文章内容已经有所

改动，需要作者认同，要求作者做最后一次校对，

这种情形下作者的校对往往是认真的、高效的。

四、加强栏目策划

栏目策划是学报办出特色的基础性工作，栏目

策划能力是编辑能力的具体表现。目前多数高职学

报特色不明显，但随着高职院校的发展，办刊经验

的累积，学报将越来越重视栏目策划来提高自己的

学术影响力。这基于：（1）高职院校的发展为学报

的发展提供了基础。高职院校经过十多年的迅速发

展，办学成果和办学特色逐渐凸显。近年，国家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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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范性高职重点建设专业的验收，百所国家骨干

高职重点建设的专业也在进行中，还有各省的省级

示范性高职的重点专业、特色专业、优势专业等建

设项目的开展，为学报的栏目策划和特色建设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2）高职学报总量少，有利于学报

栏目策划和组稿。在全国千余所高职院校中，公开

出版的高职学报仅百余家，只占十分之一左右。以

浙江为例，近 50 所高职院校，公开出版的高职学

报仅 9 家，这与普通本科高校基本上“一校一刊”

情况不同。这使得高职学报有充足而优质的稿源，

有了这个基础，栏目策划就十分可行，关键就是需

要编辑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五、重视出刊后的信息反馈与总结

从来稿、审稿到编辑、校对，再到印刷、发

行，这是学报工作的基本流程。对于多数高职学报

来说，营销环节缺失，纸版订户极少，无发行量可

言。学报出版后，不是赠送给各个院校的图书馆，

就是各个学报编辑部之间相互赠阅交流。许多院校

还把邮寄学报的体力活交给非编辑部的人员来做。

随着对发行环节的轻视，自然而然地忽视作者、读

者对学报的信息反馈，因为这两者同属于学报的

“善后”工作。

高职学报由于社会认同度不高，为提高作者的

信任与支持，要特别重视信息反馈的搜集与整理，

便于改进工作中的疏漏和缺陷，也便于建立稳定的

作者队伍。在学报寄送给作者时，应附寄一份作者

对本文编校的意见反馈表，这不但能了解到作者对

该文编校效果的态度和意见，找出编校中的失误，

还能促进作者对责任编辑的情感认同，进而培养作

者对该学报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再附寄一份论文后

续信息反馈表，主要是追踪该论文被二次文献转载

转摘、获奖、入选论文集，以及观点或意见被有关

部门采纳等情况。这些“善后”细节都非常有利于

学报学术质量的提高。

除了加强采集作者对论文加工的意见，还可以

调查读者对学报所载论文的意见。每期可以有目的

地选择几篇论文或某个栏目的文章展开调查，为方

便操作，可以在本校教师中抽取几位，阅读相应的

论文，并填写阅后意见反馈表。对能在文中找出错

误的教师给予适当奖励，这不仅能提高教师参与学

报学术建设的积极性，培养教师论文质量是学报生

命的意识，还能激发学报责任编辑的责任心。

六、积极参加培训与学习

一个合格的编辑，不仅要积极参加各种学习

班、培训班、研讨会等，了解和掌握专业的理论知

识，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还要努力培养自学能力，

树立终身学习意识，使自己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高职学报的编辑首先要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完成每年不少于 72 学时的编辑业务培训任务。作

为学报的主办单位——高职院校应重视编辑的继续

教育工作，积极支持编辑参加业务培训。 [5]其次，

高职院校应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编辑参加校内各项

专业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或邀请旁听、观摩，

使高职学报的编辑融入学院的专业建设与发展中

去。编辑本人则更应积极主动去了解学院的发展，

而不总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最后，编辑还要积极

学习和使用新技术。比如：使用校对软件，减少错

别字，提高校对效果；使用投稿系统和远程编辑系

统，可以促进编辑、审稿人、作者之间的互动，提

高稿件处理效率；使用学术不端检测的稿件追踪功

能，可以有效防止一稿多投与一稿多发；使用参考

文献校对软件，减轻校对的工作量；使用优先出

版，可以降低论文的出版时滞，提高时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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