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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编辑文后署名确有必要
翁 鹭 滨

(厦门大学电化学编辑部, 361005,福建厦门 )

摘 要 针对文后编辑署名期刊呈增多的趋势,从编辑署名是

告示、表明责任、体现编辑主体价值和署名起鞭策与监督作用 4

个方面论述编辑署名的好处,并提出编辑于文后署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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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 es in a proper w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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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时下期刊,于文后署上编辑姓名的刊物不少,

有署编辑的,有署责任编辑的, 也有署栏目编辑的, 而

且此类期刊呈增多趋势。编辑署名是否必要, 以何种

方式署名为好,对此笔者略呈管见,以与同人讨论。

1 署名是一种告示

编辑是作者文章的第一读者。刊物发表的每一篇

文章,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编辑的劳动结晶
[ 1]
。读稿

的过程是鉴别、评估论文价值的过程,也是发现和培养

人才的重要过程。从读稿的即刻起, 与作者联系退修

(退稿 )、改稿、定稿、发排、校对等事宜, 直至最后出

版,都倾注了编辑大量心血。

编辑加工好比淘金
[ 2]

, 若把有价值的论文比为金

块,有潜在价值的论文比为含金的矿石,而 !淘金 ∀的

编辑更多时候发现的是有潜在价值的论文。这样的论

文,或多或少存在不足, 需要编辑与作者及时沟通、密

切合作,方能拾遗补缺,剔杂提纯,点铁成金。这也需

要编辑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职业责任心, 有该学

科的丰富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 有对学科前沿动

态及发展方向的了解,有帮助作者挖掘潜力的能力,达

到 !最能让作者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 使作者的作

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 ∀ [ 3]
的目的。这个过程潜藏着编

辑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业绩, 很难以数量 (包括

品种数量、发行数量和经济效益 )来评价, 其产品质量

也很难以统一的尺度来衡量 (唯有编校质量例外 )
[ 4]
。

因此,署名是一种告示, 使作者 !认识 ∀了陪伴其
作品问世的编辑。

期刊是以商品流通的形式进入市场的, 其论文的

的。广西科学编辑部从 1997年开始, 先是制作专门的

稿件登记本来手工记录稿件, 计算机普及应用于期刊

出版后, 又应用 A cess数据库编制稿件管理系统通过

计算机记录稿件。稿件记录后, 结合信封袋子和档案

可以井然有序地管理好稿件。经过 10年来的实际应

用,我们总结出的这套稿件管理方法符合我国科技期

刊编辑部的现状,适合我国科技期刊编辑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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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作者创造的, 但价值的实现则必须通过读者的

选择、阅读甚至是成果转化才能实现; 因此,重视读者

阅读需要,引导并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了解读者对刊

物的意见和建议,对调整编辑思路、制订选题、组织稿

件很有帮助,也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编辑于文后

署名,使读者 !认识∀了编者, 方便读者的信息反馈; 便

于读者与编者、作者开展交流与讨论
[ 5]

; 有助于读者

得到更正确的投稿方式、提高投稿论文的质量和命中

率;拉近了编读距离, 增加了刊物的亲和力。

2 署名表明责任

期刊是科学文化传播与成果转化的重要媒介。作

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承担者 # # # 编辑,工作态度和工作

质量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一篇论文, 从作者的劳动成

果变成可以广泛传播的出版物,编辑的选择眼光、学术

素养、编辑加工能力、语言文字水平, 都对论文发表结

果责有攸归。编辑加工是保证期刊质量的重要环节。

编辑工作最基本的职责是 !把关 ∀ [ 6]
。对决定采用的

稿件, 就内容、格式、规范、引用材料、语言文字、逻辑推

理、数据图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施必需的或必要的

编辑加工,消除技术性、常识性错误, 使内容更完善,逻

辑更严密,文句表达更通达,引文、数据更准确,使论文

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编排符合出版规范, 使

刊物达到国家的质量标准要求,这是编辑的责任。要

充分认清编辑的责任和权力界限, 既要行使自己的职

责,更要尊重作者的权益, 尊重作者创造性的劳动, 做

到不侵权、不越位、不失职。

因此,署名表明一种责任。

3 署名是编辑主体价值的体现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

的巨大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

愿望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鼓励。建设和谐社会, !以人

为本∀的管理理念更突出人的意义与价值。编辑工作

有其自身规律,通过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整体

设计等工作体现其编辑的主体价值
[ 7]
。编辑的劳动

方式是以作者的劳动成果为其劳动对象,不同于科学

家利用他人成果仅是作为资料和工具。编辑用自己的

劳动和心血在托起作者的同时为读者献上精美的精神

产品, 并从中获得快乐和体现价值。

编辑署名,强调了编辑在期刊出版过程中的重要

性,有利于编辑树立主体意识, 有利于更加自觉地认识

和主动发挥编辑活动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是编辑主体

价值的体现。

4 署名是鞭策与监督

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当读到一篇很有价值的好文

章时,会感激作者、期刊给我们提供了高质量的精神食

粮,但很少知道编者是谁。文后编辑署名,使编辑有更

多机会直接得到读者的意见反馈, 激励并鞭策自己多

出精品。编辑出版工作需要奉献精神。 !不唯上、不
唯名、不唯亲、不唯利、不唯个人好恶 ∀是一个合格编

辑的职业要求和职业道德准则。署名有助于公众检查

编辑是否执行了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以及出版规范,

也有助于监督论文发表过程的学术腐败。消除论文发

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需

要作者努力,需要编辑遵纪守法,廉洁自律,需要全社

会的支持与监督。编辑署名,便于公众监督。

因此,编辑署名是鞭策,也是监督。

5 建议

编辑于文后署名,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透明度,增强

了作者、编者、读者间的互动, 提高了编辑在工作中的

主动性。新闻出版总署于 2002年 6月发布的 ∃出版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暂行规定 %第 8条规定, 必

须取得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才能

担任责任编辑,结合编辑部的实际情况,建议编辑于文

后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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