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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报编辑与作者的和谐关系是学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要认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不同的作者群 ,在初审、复审、排版编辑及期刊完
成后的过程中 ,从不同途径构建和谐的“编辑 - 作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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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 :“社会注意的
出版工作 ,是出版工作者和译著者共同的工作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
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互助合作关系要求学报编辑工作者努力创建
一种和谐的关系 ,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学报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环节之一。

　　一、正确认清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
编辑是编辑活动的主体 ,在编辑活动中起主导作用 ,编辑活动是一

种创造性的劳动。首先是对作者的来稿进行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 ,除了
需要编辑独具慧眼 ,还要能从作者的视觉出发 ,尽可能地不错过一篇好
的作品 ,此过程中 ,作者处于被动地位 ,编辑占主动地位。

稿件初审后 ,专家复审返回修改建议 ,此时需要编辑将专家审稿意见及
建议转达给作者 ,这种转达需要有艺术成分 ,传达得是否有艺术 ,直接关系
到编辑与作者之间能否协作完成稿件的加工润色工作。每一位作者撰文时
都希望把自己认为超出前人或他人的成果通过文字、图表等语言和合适科
技期刊尽快告诉读者 ,使成果在读者中产生反响、在生产中发挥作用 ,使得
以广泛认可。但由于作者的年龄、学历、能力、经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 ,所写
的稿件在内容、体例、引用材料、语言文字、逻辑推理等方面难免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 ,在排版、标准化要求上难免有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 ,编辑不仅
要起到桥梁作用 ,而且要起到指引作用 ;不仅要准确无误地将专家意见转传
给作者 ,而且要有所创新地提出新的见解。这就需要编辑与作者的合作互
助 ,稿件的修改作者占主体地位 ,编辑处于辅助地位。

当稿件通过终审进入编辑排版程序后 ,可能会因为版面等问题还
需与作者沟通联系 ,这种沟通工作需要两者之间的互相体谅 ,如果编辑
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恰当得体 ,容易使作者产生误会。这之间存在着
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作者此时处于被动状态 ,编辑也因版面的局限性而
只能要求作者进行修改。

期刊印刷结束后 ,编辑及时地发放样刊给作者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
环。作者比任何人都殷切希望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的 ,当然 ,编辑也希
望作者能够看到最终成果后能满意 ,这之间存在一个满意与否的反馈
环节 ,需要学报编辑工作者做好反馈信息的收集 ,以便从中吸取经验 ,
以便今后工作中有所借鉴。

　　二、学报作者分类
根据作者的知名度分可分为知名专家作者和非知名专家作者。知

名专家所写的文章一般情况下水平较高 ,文章在学报上发表后具有一
定的号召力。而非知名专家作者往往是作者队伍的主流 ,且其中相当
一部分是学历较高的中青年作者 ,他们思想活跃 ,若编辑善于发现和培
养 ,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知名专家作者 ,成为作者队伍中的佼佼
者 ,为学报质量的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稿件的来源可分为校内稿件和校外稿件 ,在此基础上又可将
作者分为本校作者和外校作者 ,而所有这些作者中有专家教授、年轻教
师、硕士研究生。虽然专家教授所写文章的问题要少得多 ,水平也要稍
高一些 ,但是亦不容忽视 ,有时候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即使是顶级专家
也会出错 ;年轻教师刚步入工作岗位不久 ,评职称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
文章 ,因此稿件中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这也需要编辑与作者沟通交流 ;
硕士研究生作者主要是立刻要毕业的学生 ,这些作者的稿件问题可能
会较多一些 ,主要是语言不规范、表达欠妥、文章结构合理性不够、写作
上没有什么经验。

　　三、编辑与作者和谐关系构建的途径
从收到稿件到最后出版的整个过程中 ,编辑应抓住每一个细节 ,根

据不同的作者群采用不同的途径构建和谐关系。
1. 初审稿件中与作者关系构建途径。编辑在初审时 ,对初审未通

过的文章 ,要第一时间与作者联系 ,告知作者时的语言及语气一定要把
握好度 ,可以通过电话告知其被拒的详细原因。本校作者可以当面详
细告知 ;尤其是年轻教师以及硕士毕业生 ,通过与之谈话 ,使其明了自

己文章的不足 ,以便帮助其在今后的写作中能有质的飞跃。可通过电
话或者 QQ语音通知外校作者。把信息及时告知作者是这一环节的关
键 ,也是处理好与作者关系的根本 ,因为这关系到被拒文章的作者能否
成为本学报未来作者。及时告知初审通过的稿件的作者 ,这是后继编
辑工作的基础。只有及时地告诉作者自己稿件的进度 ,作者在心理有
一种被尊重、被重视之感。

2. 复审稿件后与作者关系构建途径。编辑初审通过的稿件交由专
家复审 ,此时有一部分稿件是直接被拒的 ,有一部分需要修改后重新审
稿的 ,还有一部分问题较少 ,稍作修改后则可发表的。对这三类稿件采
用不同的沟通方式与作者联系。直接被拒的稿件作者得到被拒的消息
心理一定不是滋味 ,此时编辑应给与恰当的安慰及期望 ,比如说“没关
系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盼望着你的新稿件哦 ”等之类的语言。尤其
是外校的年轻教师和在校研究生 ,在他们稿件被拒后 ,编辑通过电话或
QQ语音与之聊天说明被拒原因 ,并真诚地与之谈谈稿件中的细节问
题 ,能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需要修改后重新审稿的稿件质量一般 ,但具有可加工性 ,如果修改
得好就能成为一篇不错的稿件 ,因此 ,如何才能做到既准确无误地将专
家的建议传达给作者 ,又能在此基础提出有创新性的修改意见成为编
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 ,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和谐关
系就初步建立。编辑要解决该问题可从三步入手 ,首先 ,将专家审稿意
见仔细研究 ,并一一罗列出来。其次 ,将专家的意见对照作者稿件详细
分析思考 ,产生自己的建议并补充罗列出来。最后 ,根据本刊的期刊规
范 ,列出文章不规范之处。在上述三步的基础之上 ,与作者真诚沟通 ,
相信定能构建与作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问题较少的文章 ,质量一般较高 ,易被编辑忽略 ,缺少与作者交流这
一重要环节 ,从而导致与作者之间关系不能达到最佳 ,与此类稿件的作者
沟通也不能缺少 ,及时告知其具体情况 ,给与其充分的时间思考润色文
章 ,使文章质量更高。随时保持联系也是构建和谐关系的途径之一。

3. 排版编辑中与作者和谐关系构建途径。当定稿后 ,进入排版阶
段 ,此时主要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版面问题 ,既依据学报版面数综合考
虑 ,统筹安排。在此过程中就会涉及要删减篇幅等问题 ,这个时候对校
内作者 ,可以请求其到编辑室共同探讨删减内容 ,对外校作者 ,有 QQ号
码的 ,可以直接从 QQ上传播信息 ,没有 QQ号码的可以通过邮箱或电
话告知。在这个过程中有大多数作者都不情愿删减篇幅的 ,因此对需
要删减的文章一定要细读多次 ,准确把握文中那可要可不要的内容 ,是
与作者和谐沟通的桥梁。当然最终删减哪些内容还是由作者决定 ,编
辑还是不能越俎代庖。否则作者会认为你对之不敬。

4.期刊印刷后与作者和谐关系构建途径。期刊印刷完毕后的工作就是
把期刊邮寄或发放给作者 ,在这过程中除了做到及时外 ,还有许多细节需要
编辑注意。其一 ,可制作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可以包括 :对学报
未来发展的展望、对编辑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其二 ,在特殊的日子寄上一份
祝福 ,同时可进行约稿 ,对校外作者 ,可通过邮箱 ,QQ号传送电子贺卡 ,对校
内作者 ,可在节假日来临前组织座谈会谈谈学报发展计划及编辑工作的优
缺点。许多学报编辑工作者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环节的工作 ,然而作好
这部分的工作对学报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期刊未来的发展
的基础是有充足且高质量的文章。在期刊印刷后与作者建立和谐的关系很
自然就是作者再次投上高质量文章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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