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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期 刊编辑实践体现着期刊编辑的创新精神 ,编 辑的创造性是期刊发展壮大的源泉。编辑 的劳动和劳动

价值融合在具体的编辑实践过程中,期 刊发表的作品是作者和编辑共 同劳动的结 晶9期 刊编辑应该拥有署名之类

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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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期刊编辑的工作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错

误的认识 ,即 其全部工作的要义就是
“
剪刀加糨糊

”
,

在现代编辑技术手段下 ,这种笨拙的劳动已经变得

越来越容易了,即 只是在电脑上点击
“
剪切

”(或“
复

制
”
)与

“
粘贴

”
图标而已。其实这种说法只看到了编

辑出版工作的一个极小的方面 ,也就是期刊编辑在

复制作品以供出版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它根本不

能包含期刊编辑的其他大量的工作。目前 ,期 刊编

辑的工作不仅包括接收稿件—编辑加工一出版作品

的过程 ,而且还包括版面策划、组织稿件、质量跟踪

等一系列工作 ,可 以说 ,在编辑工作实践的每一个环

节中,元不表现出编辑实践的创造性。

- 编辑策划体现编辑实践的创新精神
“
所谓策划 ,就是编辑出版工作者为使出版物达

到预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全过程的

智力行为。在编辑策划的所有程序中,它 以构思、分

析、归纳、判断为起点 ,进而拟以详细的目标实施的

策略、方案、步骤、方法 ,并进行实际操作 ,最后以效

果追踪和评估作结
”
匚1彐 。

“
编辑策划指的是媒介编

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从事的决策与设计性工作 ,

以及对信息传播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不 仅包括

对媒介的定位、编辑方针、报道选题的决策 ,还 包括

对媒介产品、信息单元、报道方案的设计
”
匚2彐 。由此

可见 ,编辑的策划意识应该是贯穿在整个编辑出版

过程之中的。我们传统上把编辑视为
“
为人作嫁

”
,

使编辑工作缺乏主体意识 ,从而缺乏创新精神。但

在事实上 ,过去的期刊编辑特别是主编在刊物出版

的过程中,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是具有策划意识的。

比如 ,我们编辑出版一种期刊,首 先要对其进行定

位 ,是 自然科学期刊还是社会科学期刊 ,是社科学术

类期刊还是时事政治类期刊 ,是工作指导类期刊还

是文学艺术类期刊 ,是教育教学类期刊还是信息文

摘类期刊 ,等等。这些都是要在期刊社出版期刊审

批前要做的工作。与此同时,为避免各类期刊千人

一面的现象 ,突 出自己刊物特色 ,各期刊还要对自己

的编辑思路、风格、特色作一系列设计。比如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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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大学学报 ⒛00多家 ,占 全国期刊总数近1/4”

匚3彐 ,如果各个刊物的编辑都仅仅只是按照高校学报

是
“
反映本校教学科研的学术刊物

”
这一思路去办刊

物 ,由 于我国高校人力资源的不平衡性 ,高校学报分

配的平均性(综合性大学一般都只有哲学社会科学

版、自然科学版学报 ,少数的高校有教育科学版、工

科版等学报),势 必造成科研实力强的高校学报稿源

充沛 ,而实力弱小的高校学报特别是专科学校学报

稿源匮乏致使缺乏学术性的稿件滥竽充数的局面。

要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使众多的高校学报

独具个性 ,无疑是对各刊编辑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

性的具体要求。

在目前 ,随着我国期刊业的不断发展 ,竞争亦将

日趋激烈 ,如何在有限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是摆

在每一家期刊面前的艰巨任务 ,更是对期刊编辑主

体发挥创造性的迫切要求。特别是那些本来发行量

和市场占有率就很小的刊物 ,“ 在大刊不断拓展市

场、缩短刊期、扩大发行量、创办子刊的攻势下
”
匚4彐 ,

更加举步维艰。这种压力 ,迫使各期刊的负责人积

极思考、创新 ,探索出了一条条期刊发展的新路子。

比如,向 集团化发展 ,进行资源整合 ;私下兼并、合

作 ,包括与国外境外的合作 ;期 刊
“
上天入地

”(指进

人飞机和地铁阅读群的刊物);甚 至出现了
“
一号多

版
”
的现象 E4彐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路子是否行得

通 ,但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理念 ,也体现出

期刊人的一些创新精神。又比如 ,《 读者》在打造中

国名牌期刊的时候 ,就进行了市场化的运作 :1。 转变

思想观念 ,做好
“
生产型

”
向
“
生产经营型

”
转变 ,建立

《读者》的营销策划系统 ,抓好发行工作 ;2。 加强广告

的策划 ,逐步与国际以市场广告养刊的惯例接轨 ;3。

策划并开展一些社会公益性活动,扩大《读者》的影

响力 ;4。 不断开发刊物的品牌资源 ,在附加值上下功

夫 ;5。 立体型的宣传推广匚5彐 。从而获得非常好的市

场效果。

再如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仅以社科学

报为例 ,全国社科类学报近千种 ,占全国所有哲学社

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 2/3以上 ,主要存在着
“
发行量

偏小 ,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偏低的问题
”
E6彐 。针

对社科类学报在新世纪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教

育部在 zO02年 7月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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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提 出了高校学报办刊理念要进行改革创新的思

路 :一是走整合之路 ,对高校社科学报按相对集中的

专业化分工 ,办高校社科专业专刊 ;二是鼓励高校社

科学报合作 ,走学报联合之路 ,互相支持、共同繁荣 ;

三是走内涵发展之路 ,即根据自身特色和科研优势 ,

走专题化发展之路匚6彐 。前面两条思路 ,目 前实践的

还不多 ,对于体现刊物特色 ,有很多社科学报正在进

行尝试。比如《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就专门为四

川大学的优势学科开设
“
宋代文学研究

”
栏目,《 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则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

科研力量开设
“
巴蜀论丛

”
栏 目,近三十年来发表了

大量的巴蜀文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论文。这

些 ,都为社科学报的特色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具体而言 ,期 刊策划的创新意识就通过设置栏

目、组织稿件、促进刊物发行体现出来。因此 ,在栏

目的设置上 ,就要特别注意体现白己刊物特色。比

如《读者》的
“
卷首语

”、
“
人世间

”
、
“
今 日话题

”
,《 三联

生活周刊》的
“
生活故事

”
、
“
声音

”
等。栏 目一经设

立 ,就应保持相对的稳定 ,而这些栏目一旦被读者认

同,就会形成 自己的特色 ,这 也是一笔无形资产。
“
当前社会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为期刊栏目设置的个

性化提供了外部环境 ,而策划人主体意识的不断激

化 ,则 为栏目的设置提供了强有力的内部支持
”
E7彐 。

可见 ,在栏 目上做文章 ,进行创新 ,是 完全可行的。

对于组织稿件 ,这 主要体现在期刊编辑根据栏目的

设置向作者预约稿件、对焦点问题进行采访、座谈会

纪录等专题性报道。如文学期刊比较常用的方法即

向知名作家约稿 ,但在知名作家稿源不足的情况下

也可以发挥创造性以推出新秀作为专栏 ,“其实 ,一

个真正好的编辑 ,不 在于能不能在抢稿大战中大获

全胜 ,而在于其综合素质是否高人一筹 ,即 是否能不

断发现好作品、培养和挟植青年作家 ,并与他们保持

着经常的联系 ,结下深厚的友谊⋯⋯那些单纯从功

利出发 ,只把眼睛盯着少数几个畅销书作家的编辑 ,

兴许会在抢稿大战中偶尔得手 ,但绝不会成为一个

真正敬业的优秀编辑
”
E8彐 。编辑的能动性

“
不仅表

现在对作者
‘
成品

’
的再创造 ,发掘原稿的潜能 ,而且

表现在其主动精神和创新上。编辑的主动精神体现

在编辑要深人生活 ,主动找主题、找材料、找角度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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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特的选材、取材能力
”
匚2彐 。只有在期刊栏 目设

置新颖独特、组织稿件别具匠心的前提下 ,刊物才能

够吸引读者 ,刊物的发行才具有可靠的基础。这一

切 ,都是离不开期刊编辑的策划意识和创新精神的。

二 具体的编辑实践体现出编辑工作的再创性

期刊编辑的具体实践包括审阅稿件、应用编辑

规范对所要采用的稿件进行加工、排版校对等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 编辑主体对载体的加工过程不仅仅

是改正错别字 ,修正标点符号 ,规范体例格式 ,而是

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新整合过程
”
E9彐 。这种

“
从形式

到内容的全新整合过程
”
,实质上就是编辑对作品进

行再创造的过程。

编辑审稿过程 ,就是在来稿中选择稿件以备发

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编 辑根据 自己刊物的特

色、办刊宗旨等 ,决定是否采用稿件。这看似一个简

单的过程 ,其实却包含有相当复杂的劳动 ,特别是学

术期刊。学术期刊如高校学报所发表稿件的学术

性 ,决定了学科编辑要了解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情况 ,

所以前几年所提倡的
“
编辑学者化

”
是有一定道理

的。但是 ,由 于高校学报在高校改革中编制受限等

问题比较突出 ,又特别是综合性学报 ,学科门类多 ,

不可能每科设置一个编辑 ,单纯依靠编辑审稿的现

象不得不有所改变。现在有很多学术期刊包括高校

学报都设有编辑委员会 ,由 专家学者担任委员 ,负 责

主要的审稿工作 ,为 防范审稿过程中出现的不 良行

为 ,有些期刊还采用了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所 以学

术期刊编辑的具体实践基本上不包括审稿这一过

程。但在审稿意见出来之后 ,编 辑 (或 主编)则 应决

定是否刊用此作品。对于非学术类或部分科普类的

作品 ,则 可以实行编辑审稿制度 (当然应按《出版管

理条例规定》的程序 )。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编

辑把 自己(或刊物)的 主体意识融人作品 ,去 发现作

者
“
创造的精神价值及其物质外壳的真实性、立论的

科学性、论述的合理性、记录的完整性、分析的逻辑

性、表述的准确性 ,以 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来决

定载体所呈现的知识创新活动及其成果是否进人传

媒渠道 ,或是如何更好地进人传媒系统
”
E9彐 的过程 ,

充满创造性。

在编辑加工稿件的过程中 ,“ 编辑是针对着刊物

风格和特色对稿件进行加工的
”
匚10彐 ,更是具有创造

性。由于作者稿件已具雏形 ,在这一过程中 ,期 刊编

辑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发现文章的缺陷 ,以 及按照有

关编辑规范对稿件进行加工。有的作者在写作文章

时 ,可能逻辑思维不严密 ,但文章又较好 ,这就需要

责任编辑去发现它、改正它。比如梁晓声的中篇小

说《档案》,主要是写画家萧文琪因为档案问题愤而

出国一事 ,但其时间上就存在着逻辑矛盾 :

转眼到了今年 ,也 就是 zO02年 。省美协改

选 ,萧 文琪成为省美协副主席候选人。⋯⋯

现在 ,萧 文琪一家 已定居国外一年多了,没

回过国匚11彐 。

这种时间逻辑上所犯之错 ,虽然作为小说不伤大雅 ,

但抱着为读者和刊物负责也是为作者负责的态度 ,

这些改正当是责任编辑力所能及之事。还有的作者

在写作文章时 ,对引文处理不够仔细 ,因 而出现错漏

甚至出处不明等情况 ,也需要期刊编辑尽可能地帮

助核实资料 ,尽可能地减少作品的差错 ,同 时也是为

了增强期刊出版的质量。这些劳动 ,对 于一个有责

任心的编辑来说 ,虽 是份内之事 ,却 也表现出了编辑

劳动的再创性。

按照编辑规范对作品进行加工 ,主 要是指编辑

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规定》、《标点符号用法》以及《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

理标准》、《科学技术期刊质量标准》等处理作品内

容 ,高 校社科学报还要根据教育部 2OO0年 印发的

《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加 入中国

期刊网的期刊要按照《中国学术期刊 (光 盘版 )检 索

与评价数据规范》进行编辑排版处理。尽管这些规

定、规范也有那么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E12彐 ,但对

作品进行这些技术上的处理实质上还是凝聚有编辑

的劳动。还有的如在排版过程 中,对有些问题的解

决 ,也需要发挥编辑的能动性。例如《四川师范大学

学报》2002年 第 4期发表有一篇文章《也谈
“
野人与

之块
”
之

“
块 (由 )” 》,这个

“
块

”
的古体字在我们的排

版软件方正书版 9。 O字库里有 ,但是其字体为书宋

时字库里却是一个错字 ,即 里面的
“
土

”
变成了

“
士

”
,

如果不进行仔细地处理 ,那 么充斥全篇的
“
由

”
都将

成为错字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正文用方正书版9.0

书宋体排版 )。

由此 ,我们不难看出 ,在 编辑加工的各个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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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凝聚着编辑的创造力。期刊发表的每一篇作

品9无一不是作者和编者共同劳动的结晶。上海人

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张美娣说 :“一部洋洋洒洒一千四

百多万字的《中国通史》的诞生 ,便是我多年辛苦工

作的一个成果。⋯⋯《中国通史》是一部学术著作 ,

⋯⋯由于特殊情况而发生出许多问题 ,可 以说 ,几乎

所有书稿中会出现的问题 ,在《通史》的编辑工作中

都会不期而遇。加之《中国通史》的总主编白寿彝先

生在《通史》全部出齐之际已享九十高寿 ,受其健康

状态的影响 ,我后期的编辑工作 ,更多地承揽了主编

一摊的工作。为了《通史》能女口期出版 ,我 曾毫不犹

豫、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近代科技史卷三十多万字的

压缩统稿工作。这是一项较大难度的工作 ,在 专业

知识缺乏的情况下 ,要按照总主编的要求 ,将三十多

万字的科技史内容压缩到十万字左右,许多往往是

重新改写的。
”
匚13彐 这也是期刊编辑会遇到的情况 ,

因此编辑工作的对象变成成品以后 ,应 该是作者和

编辑共同作用的成果 ,当 然作者付出的劳动是主要

的,但却不能因此而抹煞编辑劳动的创造性。

三 期刊编辑应享有的著作权

诚如上面所论 ,期 刊发表的作品是作者和编辑

共同劳动的结晶,那 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期 刊编

辑就应该享有著作权。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第十条比

较详细地对著作权进行了细化。冯向辉指出 ,“著作

权法调整期刊出版业利益的有效机制是设置一定的

权利和义务 ,即期刊出版者对其汇编的作品享有著

作杈 ,但同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 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l4条 ,以 下简称《著作权法》)”

匚1逛彐。同时 ,他列举了期刊出版者主要有六个方面

的权利 :1。 决定刊用作品权 ;2。 编辑加工杈 ;3。 汇编

权 ;4。 出版权 ;5.转载、摘编权 ;6。 版式设计的专有使

用权E14彐 。但这几项权利有的根本没有把期刊编辑

作为著作权主体 ,有 的则只是期刊社的著作权而不

是期刊责任编辑的著作权。请试论之。

决定作品刊用与否的权利是期刊社 (或期刊编

辑)通过审阅稿件去发现其是否有价值 ,是否符合刊

物特色 ,因 而决定是否采用该稿。这种权利 ,也就是

平常所说的编辑的选择权问题 ,不 当说成是期刊编

辑的著作权 ,因 为在这里编辑并不是著作权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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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作权的产生来看 ,“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规

定受保护作品需要履行任何手续或符合任何形式 ,

因此等于暗示我国实行
‘
依法 自动产生’

版权制度
”

E15彐 (78页 )。 所以,作者对 自己的原创作品享有独

立的著作权 ,并不在于作品发表与否。在作者向期

刊投稿的时候 ,恰恰就是作者(著作权人 )对 自己的

著作杈之一发表权的行使。也就是说 ,作者向期刊

投稿 ,就是把自己的发表杈许可或转让给期刊使用

的一种行为。期刊社采用其作品,就要按照著作权

法的规定支付报酬 ,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著作权的许

可和转让行为。期刊社对这种作品的选择权 ,其实

就是决定是否接受仵者的著作杈许可与转让 (主要

是许可)的权利 ,这种权利 ,是一种是否缔结许可或

转让合同的权利(按 照国务院 2002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

“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

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

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因此在期刊出版

中,这种合同一般是约定的 ,即 期刊社一经发表该作

晶,就意味着该合同自动缔结),而不是著作权。

编辑的加工权 ,也 即是期刊编辑对作品的修改

权 ,这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的。著作权法 (修正

案)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 :“ 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

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 ,应 当经作者许

可。
”
这种对内容的修改权 ,也 就是著作权法 (修 正

案)第十条所谓的著作权人的
“
修改权 ,即 修改或者

作者授权他人修改作晶的权利
”
。这种修改权 ,也即

是作者所转让给期刊社的,与著作杈人所拥有的修

改杈 ,意义肯定是不相同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

种修改权并不是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著作权。

同样的,汇编权、出版权、转载权、摘编权也并不

是期刊编辑的著作权。对作品的汇编权 ,是
“
将作品

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 ,汇集成新作品

的权利
”
,而一旦成为新作品,其著作权便自动产生 ,

这种权利不独为期刊编辑所独享。期刊编辑即使通

过汇编其他作品而产生了新作品,从而享有了著作

权 ,也不是在具体的期刊编辑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

至于出版权 ,对期刊社来说 ,这是原始著作杈人对期

刊社的著作权的许可使用或转让 ,这种权利虽然是

一种著作权 ,但它是属于期刊社的 ,而不属于期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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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同理 ,转载权、摘编权也只是原始著作权人对其

著作权的一种转让许可,其权利的获得不是期刊编

辑 ,而是期刊社。至于版式设计的著作权人的著作

权 ,则属于期刊社(法人或组织),一般不属于编辑个

人所有。而这种权利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虽

然著作权法(修正案)第三十五条规定 :“ 出版者有权

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

设计。
”
但第三十二条又规定 :“作品刊登后 ,除著作

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

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 ,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

支付报酬。
”
由于近年来期刊的评估特别是学术期刊

评估压力很大 ,文章转载率又一直是一个比较关键

的因素 ,很多期刊唯恐文摘及转载量上不去 ,哪还敢

作禁止他人使用的声明?而有的信息文摘类刊物在

转载已出版的作品时,采用了包括版式在内的完全

复制方式 ,但除了向作者支付报酬外 ,并没有向著作

权使用者——期刊社 ,支付报酬。

由上可知 ,我们的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主要还在

于原始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对期刊社的权利虽有

-些保护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

并不十分得力 ,对 于期刊编辑的著作权就更是力不

从心了。我们既然知道期刊编辑工作的创造性 ,就

不得不承认期刊所发表的作品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努

力的结晶,其著作权人就不仅仅只是原创作品的作

者 ,而且应该包括期刊的责任编辑在内。尽管这种

著作权主要应当归作者所拥有 ,但 不能因此抹煞期

刊责任编辑付出劳动后应享有的权利。这其实与著

作权法的规定并不矛盾 ,作者原创的作品在没有许

可、转让之前 ,其著作权当属作者独立拥有 ,而经过

编辑加工处理后的作品(已 与原稿有一定的差异)的

著作权就应属作者和编辑 (或期刊社)所有 ,至少该

作品的责任编辑应拥有署名权。其实 ,这并不排斥

作者对于自己未经编辑加工的作品(原稿)依然享有

独立的著作权。当然 ,这 只限于许可使用这类著作

权。如果原始著作权人对著作权实行转让 ,出 版单

位(这里主要指期刊社)通过一定的补偿手段则获得

版权 ,那么原始著作权人的著作权 (经 济权利)则 随

之转让 ,只能保留部分的权利 (即精神权利)如 署名

权等。比如有的作家 ,写 出的作品先在期刊上发表 ,

而后又立即出单行本 ,单行本则完全使用期刊发表

时的同样产品(改变的只是版式设计等次要信息 )。

这不仅损害了期刊社的利益 (影 响发行量),同 时也

无偿占有了原刊责任编辑的劳动(不署原载刊物名

和责任编辑名 )。 又如有的报刊转载其他报刊的文

章 ,一般都只署作者之名 ,向 作者支付报酬 ,并不向

期刊编辑(期刊社)支付报酬 ,更多的连责任编辑的

名也不署 ,最多只有原载刊物名称。这实际上是没

有承认期刊编辑的著作权 ,尽管期刊编辑的这种著

作权主要以精神权利为主。可喜的是 ,《 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对其人编期刊支付了部分

报酬(分作者稿酬和期刊社稿酬),同 时像百花文艺

出版社的《小说月报》等刊物 ,在选出的小说中,不但

标注原载刊物 ,而且标注有原刊责编 ,在《小说月报》

百花奖的评选中,还设有
“
优秀编辑

”
奖 ,这至少可以\

说明一点 :还是有人在关注编辑劳动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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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reativeness and(Copyright of

PeriodicaI Editor’ s Practice

TANG Pu
(EditoⅡ 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fsNU,sichuan NorⅡ 1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PeⅠlodical editor’ s practice embodies innovative spirit, whⅡ e the editor’ s creatiVeˉ

ness is the roots of the periodical’ 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rhe editor’ s labour and its value

coalesce with his editing practice, the pubhcation of author’ s work is the fruit of the author and

the editor, and therefore periodical editor must be entitled to such quasi-copyright as signatur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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