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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高职学报编辑的自我效能感*

王 丽 婷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510300，广州

摘 要 自我效能感是激发编辑的工作动机、实现编辑目标的
原动力。高职学报只有努力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客观评价
编辑的编辑水平，加强对编辑的职业成长管理，提高编辑工作
声望，才有助于编辑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发展，并最终体现于
高质量的编辑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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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nhance the self-efficacy of journal editor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WANG Liting
Abstract Self-efficacy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stimulating editors'
work motivation to achieve the supposed target． Only if the journal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mprove their social influence，evaluate
editors' capability objectively，strengthen the occupatio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of editors，and improve the importance of editing work，
can the editors' self-efficacy be promoted and developed and
ultimately reflected in the high quality of edit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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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高职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相比，高职学报的
发展却举步维艰，特别是高职学报编辑群体的自我效
能感普遍较低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自我效能
感”这个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最早提
出来的，他认为“自我效能是个人对自己在特定的情
境中是否有能力完成某种行为的期望和信念”［1］。编
辑的自我效能感是指编辑对编辑工作的价值以及自身
是否能胜任编辑工作的一种自我判断和信心。它的强
弱直接影响到编辑的工作努力程度以及创新精神和个
人修养。近几年大部分高职学报编辑部都补充了大学
毕业生，甚至不乏硕士和博士，如何引导并提升这个编
辑群体的自我效能感，提高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而促
进高职学报的健康发展，是目前高职学报面临的一个
重要课题。高职学报编辑的自我效能感不但受编辑个
人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外界环境、政策因素等的影响。

1 高职学报编辑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1. 1 外部环境 高职学报编辑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学
校小气候都会对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社会大环境即
整个社会或期刊界对高职学报编辑的价值认同程度。

由于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在发展战略方面存在以追求高
影响因子为目标的短期行为，导致传统的按学科设置
栏目、没有优秀学术资源依托的高职院校学报在各类
期刊评比、吸引优秀作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而“编辑
工作者的成长是随着出版单位的发展而成长的”［2］，
高职学报在整个期刊界的不利地位相当于在其编辑身
上贴上了等级标签，编辑的能动性和社会价值难以得
到应有的肯定，不利于提高编辑的自我效能感。特别
是目前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质量考核，无论是职称评定
中的绩效考评还是一些较权威的期刊学会举办的优秀
编辑评定，虽然表面上评估的是“个人业绩，但所用指
标却是团队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如基金论文
比、影响因子和刊物获奖情况”，“这就导致了一个逻
辑错误———让员工对自己不能控制的结果负责”［3］，
这种情况对于高职学报编辑来说更为明显。

学校的小气候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对学报的重视程
度和编辑部的管理制度，这些对编辑的效能感有极大
的影响。高职院校学报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是为高职教育教学研究服务的载体和窗口。而
高职教育的发展只有短短的 20 多年; 因此，学报编辑
部未能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大部分学校将作
为一个学术出版机构的学报编辑部挂靠在科技处、教
务处或宣传部等管理部门，混淆了工作性质，影响了编
辑出版独立权的行使”［4］，学报选题、策划、组稿、审稿、
加工等均难以按学术出版规律运作，编辑人员不足，甚
至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发行等全由一人包办到底，这
就严重挫伤了编辑的积极性。并且，由于编辑人员在校
内属于少数，职称评定容易被人遗忘;所以，大多数编辑
都选择走本专业的职称路线，而不愿改评编辑职称，结
果严重影响了编辑工作的创新和编辑水平的提高，更不
用说能在编辑工作中获得较强的自我效能感。
1. 2 个人因素 学历、工龄、工作能力和编辑工作的经
验等是影响编辑自我效能感的重要个人因素［1］。一般
来说，学历较高的编辑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更愿意
通过解决新问题来逐步积累编辑经验，从而获得自我效
能感。而随着工龄的增加，编辑的职业技能不断娴熟，
编辑经验不断丰富以及人际关系的扩大，编辑的自我效
能感将不断上升。编辑自身工作能力的不足是低效能
感的主要原因。能力强的编辑在工作上表现驾轻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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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自我肯定，反之，能力低的编辑容易产生紧张、焦
虑的消极情绪，容易降低自身对工作效能的评价。此
外，由于编辑的自我效能是建立在一定经验和信息基础
之上的对自我的评判;因此，以往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提
高编辑的自我效能感，而失败经验则会降低编辑的自我
效能感。这些与外部对编辑的评价息息相关。

2 提升高职学报编辑自我效能感的对策

2. 1 明确定位，提升高职学报的竞争力 高职学报的
定位首先是高校学报，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
的理论刊物，其次是根据高职高专教育的办学定位和培
养目标，不局限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还要结合地方经济
发展特色，积极展示高职应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成
果［5］。这是高职学报形成专业化和层次特色的关键。
过去高职学报在业界的不利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
对高职学报发展定位的深刻认识和实践。只有在保持
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职教和地域、行业优势，才能既服
务于高职教育，又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异军突起，在
业界成为不可替代的有生力量，从而为高职学报编辑的
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和发展空间，增强编辑的工作
成就感，有利于提高编辑的自我效能感。
2. 2 客观评价编辑的业务水平 编辑工作的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编辑的劳动渗透在作者的论文中，不能直
观地呈现出来;因此，编辑在作者的文稿中究竟投入了
什么水平的劳动难以客观地予以衡量。特别是高职学
报由于稿源质量相对不高，很多高职院校教师甚至对
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都不甚了解，结果是高职学报编
辑很多时候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作者修改文
稿，直至达到出版要求; 所以，编辑的劳动与作者的水
平紧密相关。现今的各种对编辑的评价标准其实主要
是在评刊物的影响力和作者水平，不能真正发挥评价
编辑的积极导向作用。
“科技期刊编辑质量的量化评判是可以的，但远远

不够，也绝对不能止于此。对于科技期刊编辑质量，层
次、高度、作者、读者不同的各家期刊，只用一把尺子是
量不出高低的”［3］;因此，无论是编辑职称评定还是编
辑部内部对编辑的评价，都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期刊的
特点和编辑的职业性成长问题，着眼于编辑自身的发
展。这种积极、客观的评价能让编辑投入更多的精力，
从而增强编辑效能。“编辑的水平是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提高的，对编辑追求的目标以及编辑付出的努力程度要
给予公平的评价，以逐步培养编辑的敬业精神”［2］。
2. 3 优化编辑人员的配置 《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
法》第 14 条规定:“学报编辑部要建立和健全征稿、审
稿、保密、编辑人员岗位责任等制度，实行科学化管

理”，同时，《广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第
9 条规定:“学校应根据学报编辑部的工作需要，配备
足够的专职编辑人员，一般半年刊不少于 2 人，季刊不
少于 3 人……编辑人员的配备应具有合理的专业和年
龄结构”;然而，不少高职学报在人员配备方面没有严
格按照文件要求执行，大多人员不足，给编辑造成较重
的工作负担，非常容易导致编辑的职业倦怠: 因此，应
该从学校层面重视编辑部的建设与发展，制订相应政
策优化编辑人员配备。按照编辑出版的规律进行人员
的合理分工，打造一支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的编辑队
伍，不仅能大大减轻编辑的工作负担，还有助于编辑的
专业化发展，树立职业成长的信心。
2. 4 重视编辑的职业成长管理 据研究，一个人的自
我效能感产生之后，他最初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所获得
的成功经验会进一步提高其对该行为的兴趣和价值感。
同样，如果能在编辑职业生涯的最初获得成功的经验以
及成就感，将会影响编辑对编辑职业的终身热爱;因此，
有关领导应注重编辑职业成长管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编辑采取不同的激励引导措施。

首先，建立编辑成长的传帮带机制，为新入职的编
辑配备相应的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导师，分享编辑过程
中的工作情绪和情感体验，针对具体文稿的处理进行
悉心的指导，或邀请业内的专家和资深编辑为其作专
题讲座，使其在工作之初能够尽快克服由于对工作的
不熟悉所带来的困惑和压力，引导其产生积极的工作
动机，进而提高自我效能感。

其次，鼓励年轻编辑多参加相关的编辑岗位培训
和同行之间的交流，加强与印刷厂的联系，了解编辑理
论、文稿处理规范，熟悉文稿的排版和印刷流程，从而
对整个文稿的编辑、排版、印刷工作有一个整体的认
识。只有加深对编辑工作情境的具体理解和判断，才
能增强编辑对工作胜任程度的评估。在年轻编辑具备
了一定的编辑实务经验之后，制订相应的政策鼓励其
加强对编辑工作的研究，撰写相应的研究论文，增强其
出版理论修养，同时引导其进行在职进修，提高学历;
因为“学报编辑必须对自身的学科具有很深的了解，
在该领域不断钻研，具有相当的学术敏感性、学术科研
能力和学术洞察力”［6］。通过不断充实和调整编辑的
知识结构，使得年轻编辑向编辑学者化的方向发展，以
增强年轻编辑对编辑工作的成功预期，“如果预期自
己可能成功或可以克服困难，就会使自己原有的自我
效能信念增强，进而通过影响编辑的目标设定、工作动
机、努力程度、工作情绪等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实现编
辑目标”［7］。

最后，对于已经掌握娴熟的职业技能的编辑，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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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标准的一致性分析
———也评 GB /T 3179—2009《期刊编排格式》

林义华1) 张小强2) 赵大良3) 

1) 《后勤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401311，重庆; 2) 重庆大学期刊社，400030，重庆; 3) 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710049，西安

摘 要 围绕 GB /T 3179—2009《期刊编排格式》与国家现行
法规是否具有一致性，出现了一些争议。从法规与标准关系入
手剖析了一致性含义，认为法规与标准既有共性也有不同。标
准与法规的一致性包括后继一致性、前瞻一致性和有限一致
性，不存在完全一致性。认真比对相关法规，依据法规蕴含的
法制精神及内在逻辑要求，逐条分析该标准中引起争议的内容
与国家现行法规的一致性，认为标准中相关规定较好地体现了
法规要求，作出了前瞻性探索和延伸。为利于出版活动健康发
展，对新闻出版法规体系及标准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 期刊排版格式;标准; 技术法规; 一致性; 法制精神; 逻
辑要求
The consistency of national standards with current national
statutes: also comment GB/T 3179-2009 Presentation of
Periodicals∥LIN Yihua，ZHANG Xiaoqiang，ZHAO Daliang
Abstract With the issuance of the standard GB /T 3179-2009
Presentation of Periodicals，arguments on its consistency to current
national statutes occur． In this pap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utes and standards is analyzed firstly，a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technological statutes are absent in China's law system，
especially those for news and publishing， which impedes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ute system and the disposal of above
relationship． Secondl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bove relationship，
meanings of consistency are explained，coming to conclusions that
there are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ce as well as reciprocity between
statutes and standards． The consistencies include consistency of
succession，foresight and finiteness; absolute consistency does not
exist． By comparing relevant statutes and standard
GB /T 3179-2009， and combining legal spirits and logical
requirements in statutes， we explore the consistency of some
clauses in the standard

GB /T 3179-2009 and several current national statutes one by one．
We find that these clauses meet and embody the requirements of
statutes，and even foresee the future of publishing． Finally，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ute
system and standards in news publish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Presentation of Periodicals; standard; technological
statute; consistency; spirit of legal system; logical requirement
First-author's address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Logist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Chongqing，401311，China

2009 年 9 月 30 日，GB /T 3179—2009《期刊编排
格式》［1］( 下称《标准》) 发布，用于替代 GB /T 3179—
1992《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
实施。为了适应期刊出版的变化，规范期刊出版，《标
准》在 GB /T 3179—1992 的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修
改，增加了若干新规定［2］。
《标准》引起了各界关注和解读［2-5］，也引发了它

与国家现行法规是否具有一致性的争议［3-4］。文献
［3］将《标准》与 2001 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6］

( 下称《条例》) 、2005 年发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
定》［7］( 下称《规定》) 等对照，认为《标准》与我国现行
相关法规存在多处不一致乃至矛盾，进而认为《标准》
的出台“有失国家标准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本文从法规与标准的关系入手，结合一致性含义，将
《标准》与 2005年版《规定》、2011年修订版《条例》等几部
现行法规作了详细对比与分析，认为《标准》与这些法规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关系，值得正面肯定和认真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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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他们多参加各种编辑学术会议，增进同行之间的交流，
及时了解编辑工作发展的最新动态，如期刊发展政策、
编辑规范的最新规定等，以促进编辑工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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