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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期刊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期刊编辑工作，是由编

辑人员承担的。因此，编辑人员是期刊出版工作的骨干力

量，在众多的社会舆论中，编辑人员常常被誉为“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优秀作者的助产士”、“善识千里马的

伯乐”、“为人作嫁衣的无名英雄”，等等。这不仅反映

了社会对编辑工作的重视和对编辑人员的尊敬，同时也说

明了社会对编辑人员职责的功能的承认以及对编辑人员职

业道德的期望和要求。期刊编辑工作的好坏与编辑人员的

职业道德密切相关。要充分发挥编辑工作的社会功能，编

辑人员必须具备并不断提高职业道德。

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高低不仅直接决定着期刊的质量

和水平，同时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学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那么期刊编辑应该具备哪些职业道德呢？

我们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对职业道德的

表述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

奉献社会。”这种表述对于各行各业都有指导作用。具体

到期刊编辑，中国出版者协会2005年2月24日颁发了《中

国出版者职业道德准则》：（1）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2）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力求坚持两个效益

的最佳结合；（3）树立精品意识，提高出版质量；（4）

遵法守纪，廉洁自律；（5）爱岗敬业，忠于职守；（6）

团结协作，诚实守信；（7）艰苦奋斗，勤俭创业；（8）

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家利益。这些条目在一定程度上规

范出版者的行为，但是也有着自身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具

体到各种具体的出版工作者，比如对于期刊编辑的规范在

某些方面就缺少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具体而言，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内容也有各种各样的

说法和论断，史原、刘媛在《从编辑的视角解读“以人为

本”》一文中提出：“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主要体现

在职业素质上，而职业素质又分别通过职业追求、职业敏

感和职业作风来体现。” 这确实是关于期刊编辑的职业

道德的一个独到的论断，尽管这篇文章主要是说学术期刊

编辑的。在我们看来，期刊编辑应该具备以下的职业道德，

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期刊编辑。

在期刊编辑职业道德中，这一条是首要条件。这其中包

含两个方面：首先期刊编辑应该有过硬的工作能力。这种能

力包括掌握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捕捉信息的能力；创新思

维的能力；灵活应对新情景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是期刊编

辑所必须具备的。其中掌握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与创新思维

能力尤为重要。因为当今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各种新生事物的

不断出现，要求期刊编辑能够迅速地掌握相关的新知识和新

动向。这一点对于那些从事科技类的期刊编辑更显得重要。

同时要求期刊编辑在选稿时就要用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来判

断与选择。在选稿的过程中也要坚持创新的观点，对于那些

观点较新且论证合情合理的文章要大胆的录用。其次期刊编

辑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这种严谨是对作者和社会的一种负

责态度。在选择稿件的过程中，对于已经决定录用的稿件，

还要认真严谨地对文章的内容进行推敲，对不妥当的地方与

作者商讨，选取最为合适的表述方法。对于不同风格的作

品，要谨慎处理，既不能粗枝大叶地使用，也不能思想保守

地滥施刀斧。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掌握适度的原则，是期

刊编辑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编辑要以认真负责、一丝不

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切实把好期刊的质量关，把各种

差错消灭在期刊出版之前，以保证办好刊出好刊。

人文关怀在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里占有重要的位置。正

如黄雪莲在《浅论编辑的自身修养与职业道德建设》所说：

“在整个社会都在呼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

天，编辑更需要以人文情怀关爱作者：一方面可以凝聚广大

的作者队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②

这种人文关怀不是空话假话，而是期刊编辑要把作者放在与

自己相平等的位置。不要自己高高在上，任意修改作者的文

章，要尊重作者劳动成果和本来意图。其次期刊编辑要有道

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为作者、读者、社会服务的一种精

神。期刊编辑也要认清编辑的责任误区。王健在《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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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在治理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责任》一文中列举了几种学

术期刊的责任误区，如“文责自负论”、“引用并不等于

抄袭”、“署名权监管的缺失” 。我们认为在期刊编辑的

道德责任感方面不仅要避免责任误区，同时也要避免责任

过当使用。在期刊编辑中，有不少的期刊编辑者往往把责

任认同为权利，把不该自己担当的工作当做自己份内的

事。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一方面期刊编辑自认为对作者的

文章有着生死予夺的权利，这是期刊编辑对责任认识不清

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不争的事实是：不少的作者对期刊

编辑产生了信任危机，这是期刊编辑者把责任认同为权利

的后果，不是期刊编辑们所期望的。

期刊编辑在从事的编辑事业中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诚实

守信的原则。我们来看对于期刊编辑职业道德一种界定：

“编辑职业道德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社会舆论中形成

的，是编辑人员在工作中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应当遵循

的特定的职业行为规范。” 从这里可以看出期刊编辑在

“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的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关

系要求期刊编辑必须对社会、对个人持一种诚实守信的态

度。因为期刊编辑只要违反这种诚实守信的关系，也就破

坏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也就违背了作为一种职业最原始的

精神。而诚实守信的缺失对这一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是巨大的。

在期刊编辑当中，我们一定要提倡一种为真理而奋斗

不止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提倡一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进步而奋斗不止的精神。编辑

每编辑一篇文章，都要考虑到它是否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

进步，是否有益于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升。当然，现在

的期刊编辑大多数是有着正确的思想信仰，有着自己的奋

斗目标，有着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精神。

但也要看到有的期刊编辑信仰欠缺，这就需要向他们灌输

一些思想信仰的理论。这些理论不能是教条的，不能是刻

板的，必须和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结合起来进行教育。我们

知道，现在我国还存在着信仰危机的人群，也面临信仰构

建需要。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思想建设队伍之一

的期刊编辑责无旁贷应该在信仰构建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

的角色。这就要求期刊编辑自己要有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

理想，才能在整个信仰建设工作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目前，社会经济在飞速发展，受整个社会环境和物质

利益的驱动，社会上有些行业的职业道德在某些方面出现

了缺失。当前的期刊编辑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期刊编辑

尤其是学术期刊编辑的道德缺失正如徐柏容所说：“社会

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也会侵袭到期刊和期刊编辑中来。不

正之风是极其有害的腐蚀剂。” 期刊编辑的道德缺失表现

在很多方面，论述这些道德缺失的论文和著作也很多。这

些道德缺失并不能简简单单归结为社会的“不正之风”。

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缺失表现及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

方面。

现在的期刊分为很多种类，一般性非学术期刊如娱乐

期刊等对期刊编辑要求相对低一点，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

误，社会上一般都还能够容忍。而学术期刊则要求期刊编

辑必须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因为学术期刊关系到整

个社会学术的发展，如社会科学期刊、自然科学期刊、医

学期刊、军事科技期刊等学术期刊更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

发展进步。而现在有的学术期刊编辑却缺乏执着严谨的工

作态度，工作中突显出浮躁现象，对有些问题不作进一步

的调查思考，也不进行深入考证。以致有的论文出现了常

识性和原则性的错误，他们往往也发现不到或“视而不

见”，便审查通过，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学术风气的浮躁也是与期刊编辑的浮躁有关的。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有的期刊编辑往往会把自己的

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忘记了向社会提供优良的精神食粮的

责任。如他们在工作中往往或多或少考虑自己可以从作者

那里拿到什么好处，自己在单位的评选中能得到什么名

誉、利益等等问题。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为他人作嫁

衣裳”的意识，他们很少有为读者、为社会负责到底的信

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黄仲一在《期刊编辑角色的偏

失与弥补》一文中对于责任意识这样说：“有一种现象就

值得重视，即编辑以‘为文稿负责’为尚方宝剑，视自己

是文稿命运的主宰。他们滥用编辑的职权，无视作者的文

稿文风，视自己为作者的‘上帝’。” 他们任意修改作者

论文，有时甚至与作者的本意南辕北辙。这是一种对作者

和社会不负责任的态度。

诚信对于期刊编辑尤为重要。徐前进在《试论学术期

刊编辑诚信的缺失和治理》一文中对学术期刊的诚信展开

了论述，认为学术期刊编辑诚信缺失体现在三个方面“编

辑在初审过程中的诚信缺失”、“编辑在专家评审过程中

的诚信缺失”、“编辑加工过程中的诚信缺失” 这对学术

期刊编辑的诚信缺失作了深刻的揭示。他的论述仅仅是针

对学术期刊编辑，而未涵盖全部的期刊编辑。就整个编辑

群体而言，诚信的缺失确实存在，而且还很严重。例如，

在有些期刊编辑身上存在着金钱交易，存在着弄虚作假，

存在着以劣充好，存在着学术腐败等的现象。这与“执着

严谨的工作态度的缺失”和“责任意识的缺失”相比，更

为严重，前者是期刊编辑自身的业务素质的匮乏，而后者

是人格的腐化和败坏。

精神信仰的缺失既是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缺失的表

现，也是职业道德缺失的深层原因。精神信仰的缺失在整

个社会已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在有的期刊编辑中，他们

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们也没有了对社会和个人的

人文关怀，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只是看到眼前的利

益，没有了个人的灵魂。

为了提高期刊水平与质量，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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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们不容许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缺失，必须加强期

刊编辑的职业道德建设。这一点并不仅仅是期刊编辑个人

的事情，而是个人、出版单位、社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

任。 首先，对于个人，我们所说的个人当然包括期刊编

辑，期刊编辑该怎样做，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大量的论

证。我们这里所说的个人还有除了期刊编辑以外所有的

人，主要是指与期刊建设相关的个人。在期刊编辑的过程

中，每个人都可以为期刊编辑人员献言献策，可以为期刊

的发展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可以对期刊编辑人员提出批

评并要求回复。在期刊出现某种问题时，比如在期刊刊发

文章时存在着找熟人托关系、私下进行金钱交易等不正常

的情况时，每个人都有与之斗争的权利和义务。无论具体

到期刊的负责人还是期刊编辑，只要存在学术腐败等不正

常的现象，有正义感的公民都要对这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

为进行批评、批判和斗争，运用包括舆论的、法律的等工

具。这是抑制期刊编辑职业道德下滑的重要手段。假若社

会上保持这样的批评风气，那么我们的期刊质量和水平就

会有较大的提高，想再搞不正常动作的期刊编辑也就不会

那么有恃无恐。这样，我们的期刊编辑队伍的思想就会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纯化，职业道德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对

敢于揭露期刊编辑错误行为的个人，要加以鼓励，给予适

当的补偿和奖励。对于那些利用职权打击公民个人行使自

己权利的期刊编辑与其背后的权力支持，必须给予严厉的

惩罚和打击。

其次，对于期刊出版单位，主要是监管期刊编辑的直

接领导和上级领导。这些领导对期刊编辑负有直接监督的

责任。有些期刊出现的问题，如学术不端等问题，很大程

度就与领导监管不力有关。在不少期刊中，有的领导采取

放任自由的态度，抱着不管不问的态度，对其下面的期刊

编辑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模糊策略。更有甚者，还有的领

导直接参与到这种学术腐败中去。因而这是一个严重问

题，我们必须正确面对，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改。一方

面期刊领导要“反省自律”，必须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

用，对于那些职业道德败坏的期刊编辑要坚决处理，绝不

手软。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期刊审稿制度的改革与创

新，实现比较透明的、公正的审稿制度。把腐败扼杀在根

源之中，把期刊编辑职业道德培养提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位

置上。

第三，对于社会，社会是一个大环境。期刊编辑的不

少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个社会环境有关。整个社会风气

的净化也会带动每个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我们应该大力

宣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期刊编辑

的职业道德的培养有其自身独特性，我们可以从期刊编辑

本身特点出发，制定科学、合理、正确的期刊编辑职业道

德建设规划。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

这样，加强期刊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一个职业道

德败坏人人共诛之、学术败坏人人共讨之、崇尚高尚的职

业道德、以高尚的职业道德取代职业道德败坏的大环境，

才能不断提高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提高期刊质量与水

平，繁荣期刊出版市场，实现期刊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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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设一个综合组同时工作，该方

法对寻找以α射线为主的放射性矿床十分有效，具有比较

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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