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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独立性论析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编辑独立性是指编辑部对刊物的学术内容拥有独立
自主权，这是一项基本的办刊原则，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学术公

平和期刊质量的保障。办刊体制的桎梏、编辑独立人格的缺

失、编辑制度的不完善、人际关系的制约、经济利益的不当追求

等，使得编辑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因此，必须改变依附关系，培

养独立人格，改善编辑环境，完善编辑制度，提高编辑学术能

力，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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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编辑的独立性”［１］，５年前游苏宁先生曾如
此呼吁。编辑独立性是指编辑部对期刊的学术内容拥

有全部的自主权力，对学术问题可以作出独立自主的

判断，不受期刊所有者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不受商业利

益的影响，不必担心因此而受到处罚［１］。科技期刊编

辑工作中确实存在编辑独立性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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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

４２　传统学术期刊可以是学术博客繁荣的依托　学术
博客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传统学术期刊同样也有博客

所无法比拟的品牌和资源优势，加之传统学术期刊都有

着非常专业的审稿专家队伍和严格的编辑操作流程，从

而在一定程度保障了刊载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这些天

然的优势，恰恰可以成为博客迅速发展和繁荣的依托。

首先，学术博客可以依托传统学术期刊提高影响

力。从注意的集中度和信息覆盖面来看，学术博客目

前还不及专业的学术期刊。若作者并未在传统学术期

刊发表有影响力的内容，或作者在自己的行业内并无

一定知名度，单独依靠他自己的学术博客还难以获得

更多人的关注。

其次，传统学术期刊可以成为博客获取信息的重

要渠道。传统学术期刊拥有非常专业的读者和作者群

体，有广泛的内容采集和收集网络，在目前仍是信息发

布的主要渠道，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及政治领域，传

统学术期刊更是处于垄断地位。

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术博客与传统期刊出版基本形成了一
种新的格局，彼此共存、共同发展；但是，就像早期的广播、

电视出现之后，并没有把报纸取代一样，学术博客出现以

后，对传统出版体系虽然形成了冲击，但冲击过后，此消

彼长，终将形成一种共同发展、和平共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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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省思。

１　编辑独立性的价值意蕴

　　１）编辑独立性与学术自由相辅相成。编辑独立
性是学术自由的反映，没有学术自由，就难以保持编辑

的独立性；编辑缺少独立性，就会损害学术自由。２００６
年１月，加拿大医学会阻挠《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一篇
论文的发表，并解雇了正、副总编辑。这一行为立即遭

到１１位加拿大科学家的反对和抵制，《柳叶刀》等权
威期刊发表评论和声明，坚决支持《加拿大医学会杂

志》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１］。１１位科学家和权威医学
杂志的反对和声援，就是为了捍卫编辑的独立性，保护

学术和出版自由；加拿大医学会遭到抵制，就是因为编

辑独立评判稿件的权利受到严重挑战，学术和出版自

由受到了粗暴侵犯。科学家们和编辑们深知，这一事

件具有典型意义，足以为戒。

２）编辑独立性是一项基本的办刊原则。编辑作
为期刊质量的首要责任人，其学术选择关系到期刊质

量和声誉，必须保持其独立性［２］。可以说，这是创办

高水平科技期刊的必备条件。《自然》主编曾说，《自

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编辑方针独立，应当发表什

么内容由编辑部判断，《自然》永远独立于任何游说或

压力团体、大学或科研单位、政府机构，《自然》的权威

性和公正性正是得益于这种独立性［３］。国内外科技

期刊一般会在《投稿须知》中声明，杂志社不受任何机

构和人员的左右，有独立发表观点的自由。我国科技

期刊质量不尽如人意，与编辑不得不考虑领导压力、人

情关系等，不敢坚持其独立性有一定的关系。

３）编辑独立性是学术公平的前提，学术质量的保
证。期刊乃学术之公器，公正乃质量之保证。编辑选

稿应遵循公正性原则，排除自身和外部不良因素的影

响，否则，就难以作出独立的学术判断。从这个意义上

说，编辑独立性是学术公平的前提。编辑要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健全的人格，客观理性地评价稿件，避免个

人好恶，不搞身份歧视，兼容并包，学术民主，有门派之

别，无门户之见；要努力排除各种外部压力，像邹韬奋

那样，“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

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

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４］。只有排除来

自编辑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干扰，切实保持独立性，才能

保障学术选择的公正性，维护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声誉。

２　保持编辑独立性的障碍

　　１）办刊体制桎梏。我国科技期刊多数附属于主
办单位，小、弱、散，依附性强，独立性差，只是服务于主

办单位利益的一种工具，缺乏人事、分配和经营自主

权，编辑的独立自主精神得不到充分发挥［５］。长期的

依附关系致使许多编辑养成了一种不想独立的惰性。

调查显示，在中国科协主管的科技期刊中，只有３０％
左右的期刊愿意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６］。编辑机构

不独立，官本位较为严重，学术本位就会不足，行政干

预过多，编辑的业务工作就容易受到干扰，就会在一定

程度上损害编辑的独立性。

２）独立人格缺失。少数编辑人格缺失和扭曲，比
如：不学无术，不思进取，难以胜任编辑工作；屈从权

威，盲从审稿专家、上级领导，工作缺乏主见和能动性，

主体意识丧失；论文发表的供需矛盾使得编辑产生职

业地位的“优越”感，进而心理膨胀，产生傲气和霸气；

编辑职业道德失范，职责淡漠，工作浮躁，用稿不讲原

则，只顾经济利益，甚至权钱交易［７］。编辑缺乏独立

的人格，就容易作出有失公正和客观的学术选择。

３）编辑制度不完善。我国科技期刊历史较短，出
版模式和编辑制度还不完善，编辑独立性的制度屏障

还有待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是编辑抗压的武器和凭

借；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制度。制度

不完善，对外而言，就使编辑缺少一种抗压的工具；对

内而言，为编辑部无故施压编辑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为

编辑自己损害其独立性提供了一个管道。

４）人际关系制约。领导、亲友、名人、权威等人际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编辑的行为，处理不好，就会

有碍编辑的独立性。关系稿是编辑选择的一个难题：

对领导，有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对名人和权

威，不敢质疑，只能盲从，或明知不妥，也得屈从；面对

师友的人情压力，欲求自主，谈何容易，正所谓，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

５）经济效益不当追求。科技期刊，内容至上，追
求学术品质和社会效益，然而，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商

品，需要追求经济效益。在编辑和经营的过程中，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追求难免会发生冲突。面对冲突，

有些编辑部偏离了学术目标，只顾经济效益，一切为客

户让路，无原则地收取版面费。在利益冲突面前，编辑

容易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和挟持而失去独立自主的意

愿和权利。

３　编辑独立性障碍的消除

　　１）改革办刊体制。我国期刊管理体制正在改革，
总的趋势是在专业化、集团化、集约化等方面下工夫，

未必需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办科技期刊，可成立独

立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剥离行政依附，使期刊社成为

自主经营、独立运作、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单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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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权和主体地位，具有相应的人权、财权、物权，在编

辑部的管理中，则建立以编辑为中心的运行机制［８１０］。

这种改革无疑会提高编辑的主体意识，在学术选择方

面有充分的自主权，更好地保持编辑的独立性。

２）培养独立人格。编辑独立人格主要表现在对
刊物的选题策划、市场定位、期刊生产和管理尤其是稿

件选择上［１１］。编辑要有勇气和气魄，我的地盘我作

主，按照科技期刊的学术需要决定编辑行为，不依附于

任何利益集团，不被人情、领导等关系绑架，不因外来

干涉而改变独立的编辑政策。独立人格以业务能力和

职业道德为基础，要更新编辑理念，提高学术能力，强

化编辑职责，加强道德修养，增强自律的意识和能力。

３）完善编辑制度。有些编辑出版制度已不适应
科技期刊发展的需要，有些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

在较少意识形态的科技期刊领域可尝试登记制和追惩

制，将过程管理从政府职能中移出，纳入市场监管、行

业自律、法律约束和惩处的范畴，允许科技期刊出版者

根据学术和市场需要调整期刊规模与发展策略［１２］。

又如，完善编辑聘用和考核制度，促进编辑学者化，使

其有能力进行独立的学术判断。各项编辑制度越完

善，越能有效抵御内外的各种干扰，保障编辑独立自主

地进行编辑决策。

４）改善编辑环境。完善管理模式，淡化等级观
念，和谐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编辑氛围，以培养和发

展编辑的个性，以免在僵化的管理模式和思维观念的

作用下，压抑、泯灭编辑的个性；编辑部要赋予编辑自

主性，过度干涉编辑的工作方式，令编辑在一种僵化的

指令下机械地工作，必然会窒息编辑的自主性［１３］。不

尊重编辑的独立性，无理剥夺责任编辑学术判断和选

择权，粗暴干涉编辑流程的时间进度和程序，随意否决

编辑加工了的稿件，强行安排关系稿等，都会打击编辑

的积极性，损害其独立性。

５）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处理与主办单位、期刊拥
有者等的关系是对主编的一大考验。主编要加强沟

通，争得主办单位的理解和支持。追求商业利益时，坚

持编辑优先的原则，避免以广告、发行为中心的倾向，

以免超越编辑的独立性。国外科技期刊的广告收入在

整体收入中占据重要比例，但广告经营并不影响编辑

独立性，编辑部能保证按照学术标准选定稿件［１４］。编

辑要善于沟通，处理好人际关系，化解各种外来压力，

力求既不开罪于人又能维护编辑的独立性。

６）提高学术能力。科技期刊实行同行评议制度，
刊登权掌握在编委会手中，编辑对自己的权益认识不

足，编辑的独立性几乎等于零，这一局面的形成源于编

辑对专家的依附，同时也反证编辑学术修养欠缺［１５］。

欧美科技编辑一般具有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了解学

术前沿，有能力对稿件的质量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因

而能维护其独立性。没有足够的学术鉴别力，一味依

赖专家，就无法真正实现和捍卫编辑的独立性。

４　结束语

　　编辑的独立性是相对的，任何编辑行为都应遵守
法律法规、出版规章制度，不能背离国家有关政策。编

辑在行使独立自主权的同时，应尊重作者的权利，没有

征得作者的同意，不能对稿件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删改，

以免侵权；编辑不能以独立性的名义对抗正确的领导，

或公器私用，自毁声誉和形象。只有给予编辑独立性

以正确定位，善用独立性为编辑工作服务，才能维护好

编辑的独立性，促进科技期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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