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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出版的发展导致全媒体出版时代的到来。全媒体出版以经济的眼光看待不同媒体间的综合运用，以求最小

投入、最优传播、最大收益。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的社会角色影响不大，但对其工作角色影响巨大，其对科技期刊编辑积极

主动应对全媒体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科技期刊的全媒体选择多种多样，但首先应是网络媒体。全媒体出版时代要求科技期

刊编辑熟悉各种媒体的特点与要求，尤其是掌握网络媒体的编辑技能，提高收集与整合科技信息的能力，努力成为全媒体出

版的“导演型”编辑，积极参与数字出版相关市场与研究，努力推动有利于全媒体出版的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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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编辑出版界导致我国出版业的巨大

变革，出版的数字化不仅导致了编辑出版流程的再造、人才

与资金等资源的重新分配、企业利润格局的变化、新闻出版

政策的倾 斜 等，它 甚 至 还 消 融 了 传 统 出 版 相 关 的 各 种 边

界———不同媒体间的边界消融了，读者、作者、编者间的边界

消融了，甚至是出版商、数字技术商、电信运营商等产业间的

边界也消融了! 编辑出版已经进入全媒体出版时代。传统

出版社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已经开始了全媒体出版的尝试，其

触手已伸至网络出版、电子出版，甚至影视界和手机出版
［1］。

出版相关产业间的边界已日渐模糊。然而，我国科技期刊编

辑界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似乎反应迟缓，消极应对。全媒

体出版时代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能力与素养有何新要求? 传

统科技期刊编辑该如何应对?

1 全媒体出版的含义

出版的数字化在本质上是出版内容的数字化。内容的

数字化使得同一内容的一次编辑可达多次使用、多种产品，

并可实现个性化出版、按需出版、即时出版、远程出版并应用

于不同媒体的复合出版等目的。数字出版的优势配合数字

媒体的优势———表现形式生动、强大的超链接功能与检索功

能、传播速度快、交易方便、具有读者体验功能等，使得我国

数字出版产业的产值几乎每年以 50% 的速度递增。新兴数

字出版产业及传统出版的部分跨媒体出版业务尝到了数字

技术与新媒体为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跨媒体出版业呈现欣

欣向荣的势头。然而，跨媒体出版较注重探索数字技术与新

媒体在传统出版中的应用，尚不能全面驾驭不同媒体的不同

特性，充分为出版企业创造最佳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于是，

“全媒体出版”的概念应运而生。

全媒体出版
［2］

是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应用和普

及，从“跨媒体出版”逐步衍生而来的，尚无公认的、准确的定

义，可以理解为: 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光电等各种表现

形式来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传播内容，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

音像电影、网络、手机、平面广告、展会活动、手持阅读器等各

种传播工具与手段来传播信息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媒

体不排除传统的报刊，而是将其作为“全”的重要部分; 全媒

体出版不是同一内容在不同媒体间的翻版，而是全方位的融

合，不同媒体间的互补，针对不同媒体的受众对内容进行了

取舍、调整等细分服务;“全媒体”超越“跨媒体”的地方在于

其以经济的眼光看待不同媒体间的综合运用，以求最小投

入、最优传播、最大收益。

2 全媒体出版对编辑角色的影响

蔡克难
［3］

引用孔子编《六经》的三个准绳: 述而不作，子

不语怪力乱神，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推导编辑活动的客观规

律为: 通过对他人作品的选择加工和有效扩散，从而使编辑

者自己所喜好或提倡的价值观得以宣传、进而对整个社会产

生影响。可见，自从编辑工作有史以来，编辑的社会角色并

未发生多大变化。全媒体出版时代是数字技术与信息、通信

技术等发展作用于编辑出版界的必然结果，技术的发展也难

以使编辑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必然会使编辑的

工作方法与工作角色发生变革，甚至可能改变编辑出版工作

的方向。

数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批网络编辑及其他新媒体编

辑，也迫使一些传统编辑转行或发展成了跨媒体编，部分编

辑可能从传统的编辑加工角色转换成了项目策划的角色。

编辑角色变化的观点中，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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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蔡雯教授认为
［4］，新闻编辑将重新

划分，一类是策划内容生产与管理内容分配的高层编辑人

员，另一类是具体制作内容并管理传播的普通编辑人员。叶

绍祥认为
［5］，新时代的编辑角色应依媒体的不同而划分为:

论坛编辑、博客编辑、视频编辑、手机互动管理等。蔡雯认

为
［4］，编辑角色将从新闻编制者转向全方位的新闻与信息服

务提供者，从单纯的新闻把关人转向新闻解析者与公共论坛

主持人。刘寒娥
［6］

进一步将网络编辑角色定位为: 新闻信息

的把关者、新闻信息的整合者、新闻信息的解析者、舆论导向

的把握者。杨舒丹
［7］

认为: 网络编辑是一个网站内容的发布

者，也是决策者，是网站内容的设计师和建设者; 其角色的转

变为: 从大众化服务转向个性化服务，从显性把关向隐性把

关转变，从直接把关转向间接把关，由把关人角色转向意见

领袖角色( 变“严把关”为“巧指路”) 。张晓雪
［8］

认为，网络

时代凸显编辑的综合操作能力: 网络编辑应该是一个导演，

要懂得分镜、文字、动画如何处理，并知道预期效果; 网络时

代的编辑从专业知识型转向综合管理型完全是大势所致。

梁春芳
［9］

认为，信息时代的发展必然使做嫁衣人转变为选题

策划人; 而广义的选题策划是指贯穿于出版工作流程各个环

节的全程策划，从收集选题信息、设计选题的内容开始，到此

选题最后完成在市场上销售，包含各个环节的策划和设计，

如形式的设计、载体的设定、印刷装帧的设计、宣传策划、营

销策划等。姬永成
［10］

认为，新时期科技期刊编辑要具备三

重角色功能: 科学守门人，科学中介人( 而非作者与读者的人

际中介) ，科学经纪人( 而非某单位或某项目的的经纪) ; 知

识产业的任务，不仅是创造短期的经济效益，更担负着普及

科技知识，提升民族素养、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历史性使命。

新媒体时代编辑角色的变化也必然是全媒体出版时代

编辑角色的变化。可见，虽然全媒体出版时代编辑的社会角

色未发生多大变化，但是其工作角色却大有不同。

首先，编辑的划分将有新的变化，可能从传统的编辑中

划分出新的编辑类型: 策划型编辑或导演型编辑，也可能从

编辑加工的媒体类型来划分出新的编辑，如论坛编辑、视频

编辑、博客编辑、手机互动管理编辑等。

其次，对编辑的全媒体策划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即使不

划分为策划型或导演型编辑，但其相应的能力还要求传统编

辑逐步或尽早具备。

第三，从单纯的信息提供转变为全方位的信息服务，要

求编辑在海量信息的年代具备信息整合的能力。

第四，传统的信息把关功能依然重要，但方式有所改变，

可能变得更加隐蔽，并要求及时、互动。

第五，营销变得越来越重要，项目策划和全媒体策划阶

段就必须考虑营销的需要。这些变化对于指导科技期刊编

辑积极主动应对全媒体出版时代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

3 科技期刊的全媒体选择

2009 年，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
［11］

在“全媒体出版整

合营销沙龙”上提出，全媒体出版就是对一种优秀作品，特别

是预计能够成为畅销读物的作品，同时出版纸介质图书、网

络版本、手机版本和手持阅读器版本，在同一时间投放市场，

实行整合式营销。科技期刊虽然难以成为“畅销读物”，但显

然“优秀作品”还是不少的。因此，科技期刊是可以实行全媒

体出版战略的。借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经验，其出版的图书

基本上都与电子版、四大网络( 医学考试网、医学学术网、医

学教育网和大众健康网) 配套互动，形成了书、报、刊、网、影

视良性互动的循环，近年还在探索手机出版业务
［1］。可见，

全媒体出版不是社会学或文学书刊的专利，科技书刊一样能

在全媒体出版领域取得骄人成绩。

一般地认为，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为新时期的

五大传播媒体，而图书、电影、音像制品、平面广告、展会活动

等则退而居次。手持阅读器是否属于第六大媒体尚无定论。

科技期刊的全媒体出版当中，自然也是从这些所谓的五大 /

六大传播媒体及次要媒体中选择，可利用的媒体除纸质的

书、刊、报、专题小册、平面广告等及互联网络外，还包括光盘

等电子存储设备、手机平台、手持阅读器、影视音像、动漫网

游、展会活动等。值得注意的是，“全媒体”的“全”不仅指媒

体类型的“全”，还指同一媒体类型下面各种组合的“全”，如

纸质媒体除传统纸质期刊外，还可出版其他形式的产品，如

专题、增刊、合订本、单行本、相关图书、报纸、丛书、宣传单

张、按需印刷、个性( 个人或企事业) 定制产品等; 网络媒体除

期刊论文的电子版网络发布外，还可进行广告宣传、互动讨

论、博客、BBS、RSS 定制、邮件推送等; 其他类型媒体同样也

存在同一媒体中的“全”的组合形式问题。只有综合运用不

同媒体的相对优势，使不同媒体间相互叠加和互补，才能达

到最小投入最大收益的全媒体出版目的。

科技期刊的现实当中，传统的纸质期刊占了相当大的比

例，而这些纸质期刊基本上都将其网络版和 /或电子版权授

予了清华同方、万方数据、或重庆维普等网络数字技术商，并

无适应网络出版的适应性修改，更别提动漫出版、手机出版、

手持阅读器等更新的媒体类型了。这样的数字出版，实际上

并无多大收益，且对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并无实质影响。真

正有些影响的，可能是自建网站者，毕竟多了一块需要耕耘

的自留地，也多了些发展的新空间，且网络媒体在生产成本、

检索利用、互动交流、传播效率、读者查询习惯等方面的优势

早已超越了纸质媒体。据中国科协 2011 年 4 月统计，其所

属科技期刊 1003 种中，有 642 种( 64% ) 自建网站，其中 380

种( 59% ) 网上提供摘要，273 种( 42. 5% ) 网上提供全文，222

种提供开放获取( 全部期刊 1003 种中有 241 种通过不同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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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提供开放获取) ，31 种实现网络预出版。据此，中国科协

认为其所属期刊正由传统模式向数字出版模式转变。可见，

国内部分科技期刊的全媒体出版远未进入正轨，“全媒体”中

利用最多的恐怕仍是网络媒体，但网络媒体的使用情况实在

是令人堪忧———连纸质期刊的翻版都尚未能做到，更不用说

互动讨论、RSS 定制、个性定制、邮件推送等服务了! 可见，

科技期刊的全媒体出版首先必须做好网络出版，全媒体选择

必须先熟悉网络媒体。

国内另有少数科技期刊在全媒体出版立体化营销方面

已经先行一步，如《金属加工》与《中国家庭医生》等
［12］，其

纸质期刊群、网络媒体、延伸服务( 竞赛、评选、会展、市场调

查、个性宣传推广服务等) 等互补结合较好，并有尝试手机出

版、动漫出版，值得科技期刊同行借鉴学习。

4 科技期刊编辑对于全媒体出版的应对

策略

虽然多数科技期刊并没有做好应对全媒体出版的准备，

但是已经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已经开始了全媒体出版的探索

与实践，并取得较好的效果。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无疑谁

先占领了市场谁就能从市场中获取最大的利润。新闻出版

总署的改制计划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大多数的科技期刊都

将推入市场，到时一定是“先行者徜徉、后行者遭殃”的局面，

纵然有高校学报等少数科技期刊暂时不必改制，但在此“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市场环境中，待先下海者强大时，后来

者即使想要在市场上分一杯羹，也必须要仰仗与“列强”的合

作了。因此，在科技期刊并无成熟的应对全媒体出版的良策

时，未雨绸缪，先行摸索与实践，抢先占领市场，必然在以后

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编辑应对全

媒体出版时代，应做到以下几点。

(1) 熟悉各种媒体的特点与要求

全媒体出版要求以经济的眼光综合运用各种媒体，以求

最小投入最优传播和最佳收益，表现形式涉及文字、图像、声

音、视频、动漫、光电等，传播工具包括书报刊、网络、广播电

视、音像电影、手机、平面广告、展会活动、手持阅读器等，其

中同一媒体下面还有不同的组合，因此，不熟悉各种媒体的

特点就无法充分利用不同媒体的相对优势，使不同媒体对同

一内容的传播产生互补、叠加、放大等宣传作用，很可能无法

节约成本，导致滥用资源，得不偿失，最终远离了全媒体出版

的根本目的。因此，熟悉不同媒体的不同特点与其对信息资

源的要求是应对全媒体出版的第一步。如手机出版，手机作

为流动的媒体空间，分众、定向、互动是其区别于其他媒体的

显著特征，其对读者阅读行为的影响包括: 利用零散时间自

由阅读; 吸引造就了一大批浅阅读读者; 阅读方式多样化( 快

速浏览、深阅读、听读、视读、互动阅读、创作式阅读……) ; 与

互联网互通; 发行高效低廉
［13］。因此，学术期刊手机出版的

策略，可依托已有的平台，专门为手机制作适合手机屏幕大

小、网速、存储容量以及电池容量等特性的内容与应用服务;

要将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以最精简的方式进行浓缩，并赋标

题、摘要，使之适应新时期手机出版在字数、读者阅读习惯等

方面的要求; 争取同步甚至提前出版，改善出版效果; 加强互

动，实现品牌资源增值，达到共赢
［14］。

(2) 掌握网络媒体的编辑出版技能

现实中，鉴于网络媒体的强大表现能力、即时沟通作用

和科技信息使用者的检索使用习惯，科技期刊编辑必须首先

熟悉网络媒体的特点与要求，掌握网络媒体的编辑与出版技

能。汤菲认为
［15］，网络出版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网站上发

布电子书刊; 二是邮件推送电子资源; 三是个性化印刷定制

服务。然而，网络平台的优势不仅仅是纸质内容电子翻版的

单向发布，其巨大的信息容量、强大的图文表现力并可嵌合

视频与动漫等对象、超链接功能与追溯检索功能、互动交流

功能等都是其明显的优势，因此，科技期刊编辑除了掌握在

网上发布纸质期刊论文的电子翻版外，还必须掌握使期刊内

容在网络上信息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可读性更好、链接与

检索功能强大、可实现即时交互等功能的技术与方法。如在

丰富信息和增加表现力方面，医学期刊可以在网络上增补纸

质期刊无法体现的手术过程录像，可以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论文阐述的内容与方法。这些功能的获得，离不开科技期刊

编辑对内容资源的管理，因此，科技期刊编辑的数据库管理

知识与技能也是不可缺少。另外，科技期刊的网络出版必然

使科技期刊编辑成为网络编辑的一部分，可以学习网络编辑

的特点与做法。刘寒娥认为
［6］，网络具有独家优势，可以开

设网络论坛、新闻评论、网友留言、新闻排行榜、网上调查等;

网络编辑角色定位为信息的把关者，信息的整合者，信息的

解析者，舆论导向的把握者。张晓雪认为
［8］，网络编辑应该

是一个导演，要懂得分镜、文字、动画如何处理，并知道预期

效果; 网络时代的从专业知识型转向综合管理型完全是大势

所致; 编辑应充分挖掘作品增值潜力，主要是考虑一本书刊

如何被开发成多种产品。这些，都可为科技期刊编辑学习

借鉴。

(3) 提高收集与整合科技信息的能力

全媒体时代得益于通信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通信与网

络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信息的爆炸与冗余，“失去控制和

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 相反，它成为信

息工作者的敌人”。海量信息时代，编辑必须代表读者完成

评价、证实、过滤、建构、呈现内容的任务; 编辑对信息进行甄

别、判断与优化选择就成了编辑存在的一个首要条件
［16］。

全媒体时代的竞争依然是内容资源的竞争，“内容为王”永不

过时，但全媒体时代并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对信息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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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度挖掘，可以说———谁对内容资源拥有更强的集约整合

能力，谁就拥有更强的市场控制能力，谁就能从市场中获取

更大的利润
［17］。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编辑必须提高收集

与整合科技信息的能力，通过多种途径从海量信息中发掘选

题，组织专题，深度挖掘有关内容，选择审稿人或自行评价，

整合专题信息，撰写有关评论，及时发布并与读者进行交流

互动。

(4) 努力成为全媒体出版的“导演型”编辑

张晓雪认为
［8］，网络编辑应是一个导演，要懂得分镜、文

字、动画如何处理，并知道预期效果。实际上，在全媒体时

代，不仅是网络编辑应成为导演型编辑，科技期刊编辑也应

该具备策划编辑的能力，不但要策划专题的内容，还要策划

专题的表现形式，同步策划媒体类型及各种媒体的相互配合

与互补，组织专题内容的元数据管理，策划科技专题多种产

品的开发，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技术力量与人力资源，或者

借用各上游和下游企业的力量完成策划项目，努力成为导演

型编辑。科技期刊全媒体出版中首先是网络出版，其涉及到

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动漫、游戏、虚拟社区、互动模块、专

题论坛、博客、邮件推送、按需出版、主题订阅等，虽然不能要

求所有编辑都掌握有关的操作技术，但是科技期刊必须有部

分编辑上升为项目策划人，按全媒体导演型编辑的要求通晓

各种技术的适应范围、表现能力、元数据和素材要求、读者习

惯与品味、管理成本、预期收益等，从而对既定的选题做出收

集相应元数据的方案要求、寻找相应的撰稿人或撰稿组群、

决定整合与管理相关信息的人员与行动方案、决定各媒体出

版表现的最佳搭配方案、分配各媒体的编辑、实施并监督项

目的执行，并策划相应的营销方案，使同一主题的元数据得

到多种表现、多重利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5) 积极参与数字出版相关研究与市场

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其应用于编辑出版方面也更新很

快。国家已在多个省区设立了数字出版试点基地，成立了数

字出版研究机构。有志于在全媒体领域先行的科技期刊编

辑应该积极参与数字出版相关的市场与研究，学习最新的数

字出版技术，探讨为我所用的可能性与适应方法，争取在数

字出版的最新技术处于萌芽状态就抢占先机，率先占领市

场，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或参与有关数字出版标准的起草

与制定，从而牢牢地掌握数字出版技术的领先权与话语权。

(6) 努力推动有利于全媒体出版的政策出台

目前，我国的出版管理政策还是按不同媒体类型来划分

的，如《期刊出版管理办法》、《互联网出版暂行规定》等，尚

无法出台跨媒体出版或全媒体出版的有关管理办法。这不

利于全媒体出版的发展。科技期刊编辑应在全媒体出版的

探索与实践中，积极与新闻出版管理人员沟通，与传统的社

会科学期刊编辑、图书编辑、报纸编辑、音像与影视编辑一

道，努力推动有利于全媒体出版的政策出台。

数字出版发展至全媒体出版，又为我国编辑出版界提出

了新的挑战与机遇。科技期刊的编辑只要认清全媒体出版

的本质，努力学习相关新知识与尝试新模式，积极探索新的

市场，积极应对新情况，定能成为新时期的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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