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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都按本社的实际需要而有惯例可循，不必

为每种书一一标明。况且，样本数量的变更

对生产成本和印制单位的生产进度都没有多

少影响，即使个别图书出于特殊需要而增加

样本数量，一般也只要责任编辑向分管社领

导申请后，由出版部门跟印制单位说一声即

可，可说是“小事一桩”。这样，B 项所说

的“样本数量”，就根本没有必要填写在发

稿计划里。

发稿计划要体现出书的规模，而这从 D

项的“估计字数”上就基本可以看出，不必

再看印张数量，何况在书稿没有排好版式输

出校样之前，印张数量的估计比较困难，误

差可能很大。因此，发稿计划中不必列出 E

项的“估计印张”。

一、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要熟悉编辑出版

责任机制
1997 年，新闻出版署根据国务院颁布的

《出版管理条例》，制定了《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 以下简称《体系》)。[1]《体系》抓住了保障

图书质量的关键点，充分体现了编辑出版工

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20 多年来

出版业的发展实践证明，《体系》为实现图

编辑出版责任机制要点辨析
——2018 年度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综合题解析

靳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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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版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

为主的转变，提高图书出版整体水平，繁荣

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体系》分五章共五十条，含“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编辑出版责任机制”“第三

章  出版管理宏观调控机制”“第四章  社会

监督机制”“第五章  附则”。其中“编辑出

版责任机制”和“出版管理宏观调控机制”

构成该法规的主要的可操作条款，尤其是“编

辑出版责任机制”，提出的各项制度是对图

书出版工作长期实践的总结、提炼，切合编

辑出版工作实际，每一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都应该熟悉相关制度，并在工作中切实加以

落实。

“第二章编辑出版责任机制”分“第一

节  前期保障机制”“第二节  中期保障机制”

和“第三节  后期保障机制”，其中提出的各

项制度贯穿整个出版过程，法规中对每项制

度的具体内容和如何操作都有明确表述，是

操作性很强的出版行政管理法规。下面以思

维导图的形式呈现“第二章编辑出版责任机

制”中规定的各项制度。（见图 1）

图 1  “编辑出版责任机制”中规定的各项制度

第五条  坚持按专业分工出书制度

第六条  加强选题策划工作

第七条  坚持选题论证制度

第十五条  坚持图书成批装订前的
样书检查制度

第十六条  坚持出书后的评审制度

第十八条  坚持图书样本缴送制度

第十七条  坚持图书征订广告审核制度

第十九条  坚持图书重版前审读制度

第二十条  坚持稿件及图书质量资料
归档制度

第二十一条  坚持出版社与作者和
读者联系制度

第十一条  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
“三校一读”制度

第十二条  坚持印刷质量标准和
《委托书》制度

第十四条  坚持中国标准书号和
图书条码使用标准

第十三条  坚持图书书名页使用标准

第八条  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

第九条  坚持责任编辑制度

第十条  坚持责任设计编辑制度和
设计方案三级审核制度

第三节  后期保障机制

第一节  前期保障机制

第二节  中期保障机制

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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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许多出版单位的实际情况来看，

贯彻执行《体系》的力度下降得十分厉害，

不少原来能够得到坚决执行的制度变得名存

实亡。[2] 建议所有出版从业人员，特别是出

版单位的管理人员和编辑人员更应该熟悉《体

系》内容（见图 2），并在工作中严格执行，

提高图书出版的质量。

图 2  扫描二维码，查看《体系》全文

二、编辑出版责任机制要点分析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掌握相关法律

规范，是依法进行出版活动的必要保证。为此，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中级基础”科目常

常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对我国出版行政管

理法规，尤其是对编辑出版责任机制的关键

内容进行考查。笔者将结合 2016 年至 2018

年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中级基础”试卷

第 78 题中的相关知识点，就落实编辑出版责

任机制的关键内容进行分析。一方面帮助考

生更好地理解、掌握考题的相关知识点，另

一方面也希望每一位编辑出版人员都能在工

作中贯彻执行这些制度和措施，努力提高图

书编辑出版的质量，促进我国图书质量的整

体提升。

根据对近三年试卷的分析，可知“中级

基础”试卷第 78 题的考点，主要集中在“坚

持选题论证制度”“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

度”“坚持责任编辑制度”“坚持责任校对

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坚持对违规出

版社和责任人的处罚制度”等内容，其中“坚

持对违规出版社和责任人的处罚制度”属于

《体系》“第三章  出版管理宏观调控机制”

中的第四十一条，且还与《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的规定有关。（见表 1）

表 1  近三年“中级基础”第 78 题考点分析

考点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第七条  坚持选题论证制度 √ √

第八条  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 √ √ √

第九条  坚持责任编辑制度 √ √ √

第十条  坚持责任设计编辑制度和
设计方案三级审核制度

√

第十一条  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
“三校一读”制度

√ √ √

第二十三条  坚持重大选题备案 √

第四十一条  坚持对违规出版社和
责任人的处罚制度

√ √ √

《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 √

下面结合考题对编辑出版责任机制的要

点进行分析。

1. 坚持选题论证制度

选题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图书质量，

也影响出版社的整体出版水平。[3]260 首先，

编辑人员要做好选题策划工作，这就要求编

辑人员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研究有关领域

的发展状况，了解读者的需求，掌握图书市

场的供求情况，充分运用各方面的信息资源

提出选题策划方案。[4]91 有了选题方案，出版

单位要对选题进行科学的论证。论证时充分

发扬民主，人人平等，各抒己见，力争达成

共识。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不必遵从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社长或总编辑决定。

2016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王剑通过朋

友了解到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钧编著了一

部名为《互联网金融指南》的书稿，感到该

类图书会有很好的市场，便立即撰写选题报

告提交总编辑赵华副编审，建议由甲出版社

出版该书。赵华看了王剑对该类图书的价值

分析和市场需求状况判断后，同意将该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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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当年出版计划”。

2017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甲出版社副

总编辑王国平的老朋友沈成编写了《家庭理

财指南》书稿后，与王国平联系，希望安排

出版。王国平翻阅书稿，认为其内容符合读

者的需求，估计会有较大的发行量。于是，

王国平与社长商量后，决定将该选题补充列

入当年选题计划并补报备案”。

上述两题案例中，编辑人员提交选题报

告或仅口头汇报后，出版社的总编辑或社长

就草率地将选题列选，没有经过民主和集中

相结合的论证，是不尊重编辑出版工作规律

的做法。考生在答题时应指出这两题案例中

存在“选题没有经过集体论证”的错误。

2. 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

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要求“稿件交来

后，要切实做好初审、复审和终审工作”，“三

个环节缺一不可”，“三审环节中，任何两

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

并且明确规定了初审、复审、终审的职责和

任职资格。[4]91

“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辅导教材”既是出版专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

也是出版从业人员在职学习、高校编辑出版

专业教学和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的参考用书，

这套辅导教材系统梳理了出版学科已有成果，

凝练、总结了编辑出版工作的一般规律，注

重实践性、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不

管是初级辅导教材还是中级辅导教材，在讲

述图书编辑工作时，都明确指出审稿和编辑

加工整理是前后衔接的两个环节，并强调只

有对经过三级审稿已经决定接受出版的稿件

才能进行编辑加工整理，在完成对稿件的编

辑加工整理后，还要提交复审、终审审定，

达到“齐、清、定”的发稿要求，才能完成

审定发稿工作。这也是通常认为的在图书编

辑过程中应该有两次对稿件的审读——“前

三审”和“后三审”。“前三审”就是一般

所说的“审稿”环节，“后三审”就是编辑

加工整理和审定发稿环节。

2016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王剑一拿到作

者提交的书稿，就安排程芳与他一起担任责

任编辑并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王剑和程

芳各对书稿的一半进行编辑加工”“加工完

毕后，王剑和程芳交换复审，并商定只审核

改动之处”。 

很明显，上述案例中缺少审稿环节；王

剑和程芳已经共同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就

不能再同时担任该书的复审工作，因为“三

审环节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

时由一人担任”；王剑和程芳都只有编辑职称，

不具备担任复审的资格；两人商定复审时只

审核改动之处，而不是审读全部书稿，则更

是错上加错。

2017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刘康接受书稿

后，就请在校博士研究生欧洋进行编辑加工

整理，“刘康翻阅欧洋加工后的稿件，作了

几处修改便以‘责任编辑’的名义签署了‘已

经做好编辑加工整理工作，可以发稿’的意

见，将稿件提交编辑室主任赵敏副编审复审。

赵敏抽查部分书稿，没有发现涉及政治导向

和思想倾向的问题，就签署了‘同意发稿’

的复审意见。王国平接到这部事先已经看过

的书稿后，随即签署了‘同意发稿，请尽快

安排出版’的终审意见”。

上述案例中，稿件未经三级审稿，就认

定可以接受出版而进行编辑加工整理；审定

发稿环节，责任编辑刘康仅翻阅欧洋加工后

的稿件，担任复审的赵敏也只抽查部分稿件，

担任终审的王国平更是未进行任何审阅，可

见，初审、复审和终审都没有认真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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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中明确规定，“初

审，应由具有编辑职称或具备一定条件的助

理编辑人员担任”，欧洋显然不具备初审资格。

2018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张凯担任书稿

的责任编辑，“书稿经三级审稿通过后，在

编辑加工时，张凯让李晓君先用计算机校对

软件对书稿扫描一次，按照软件的提示改正

错误，然后再通读全稿进行编辑加工整理。

李晓君完成编辑加工后，张凯复核了其中的

改动，认为符合发稿要求，便提交编辑室副

主任赵盛复审。正在准备申报副编审材料的

赵盛，认真审核了书稿中有改动的地方，在

发稿单上签署‘同意发稿’。王东检查书稿后，

没有发现政治性、思想性方面的问题，也同

意发稿”。

上述案例中，该书的责任编辑张凯在稿

件编辑加工时仅仅复核助理编辑李晓君的改

动之处，没有认真审读、检查全部书稿；编

辑室副主任赵盛还没有副编审职称，没有资

格负责复审工作，而且他没有仔细审读全部

稿件就同意发稿，也是不对的。

3. 坚持责任编辑制度

坚持责任编辑制度规定，图书的责任编

辑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

加工整理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并负责对编

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

质量进行监督。为保证图书质量，也可根据

稿件情况，适当增加责任编辑人数。[3]261

2016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责任编辑王剑

处理完正样上的校对质疑，在收到作者核校

的副样后，让另一名责任编辑程芳将作者在

副样中的改动全部誊录到正样上。“王剑查

看付印清样，发现已经没有改动，就签署了‘同

意付印’的意见。”

2017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责任编辑刘康

“将校样委托某校对公司包校一遍”，“刘

康收回校样时未见重要质疑，即办理了付印

手续”。

2018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责任编辑张凯

“看了二校样的校改情况后，认为符合付印

要求，于是签署了‘改正付印’的意见”。                    

责任编辑应负责的初审和编辑加工整理

工作的相关内容考核，已经归纳到前文“坚

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部分。近三年该题的

案例中，都设置了同一错误，就是责任编辑

没有通读校样。2016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责

任编辑对作者副样上的改动不进行审核就全

部誊录到正样上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处理

校样是编辑工作的一个环节，主要包括审读

校样、处理作者在校样上的修改和解决校对

在校样上提出的疑问及检查付印清样。

4. 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

按照这两项制度，针对每一种图书，出

版单位都要指定一名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担任责任校对，

负责校样的文字技术整理工作及付印样的通

读工作；对于一般图书，专业校对应不少于

三个校次，而对重点图书、工具书等应相应

增加校次；可以聘请社外具有专业技术职称

的校对人员担任校对工作，但终校必须由本

社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

校对人员担任。

2016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书稿的初校样

由排版单位承担初校和二校，同时，由出版

社校对部门的一名二级校对承担了该书的三

校工作，“一名一级校对作为责任校对对校

样进行了文字技术整理”，并且“付印清样

由责任校对核红”。

上述案例中，该书共经过三个校次，其

终校即三校，必须由本社具有中级或中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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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担任，因此

二级校对不具备担任终校的资格；而且责任

校对没有通读付印样。

2017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责任编辑刘康

请示社领导后，“将校样委托某校对公司包

校一遍，并请该公司的一名副经理担任责任

校对负责把关。刘康收回校样时未见重要质

疑，即办理了付印手续”。

上述案例中的校对工作极不规范，没有

做到“三校一读”；同时，责任校对不能由

外单位人员担任，必须由本社具有中级或中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担任。

2018 年度该题的案例中，“该书的初校

样由排版单位承担初校和二校”，“改样后

打出的二校样，由甲出版社安排一名二级校

对作为责任校对负责第三次校对，并进行文

字技术整理”。

上述案例中，二级校对不能担任责任校

对，也不能负责作为终校的第三次校对；并

且责任校对没有通读付印样。

5. 坚持对违规出版社和责任人的处罚制度

《体系》为各出版单位保障图书质量，

提供了严格、有效、可操作的管理制度和措

施，为了督促各出版单位和编辑出版人员切

实执行这些制度，还制定了相应的处罚制度。

分析近三年的考点，相关考核内容都是关于

因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单位或图书直

接责任人应受到哪些处罚。应该说，这些考

核内容都和考生切实相关，也是每一位考生

都应该掌握的。

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3]274，对出版

单位的处罚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对出版编

校质量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由省级以上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根据情节

并处 3 万元以下罚款。第二，经检查属于编

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

上万分之五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

果公布之日起 30 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

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万分之五以上的，

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 30 天内

全部收回。

对图书直接责任人的处罚是：一年内造

成三种以上图书不合格或者连续两年造成图

书不合格的直接责任人，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其出版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三年之内不得从事出版编辑

工作。

编辑出版责任机制分前期、中期和后期

三个阶段的保障机制，涵盖图书出版全过程

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

本文仅结合 2016 年至 2018 年出版专业职业

资格考试“中级基础”试卷第 78 题中的相关

知识点，择其要点进行分析，希望对考生有

所裨益，同时也期望各出版单位管理人员和

编辑出版人员都能熟悉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并在工作中切实加以落实。

参考文献

[1] 蔡鸿程 . 落实编辑出版责任机制关键在人才 [C]// 中

国编辑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 南昌：2006：

472-479.

[2] 靳琼，陆嘉琦 . 保障图书质量的关键在于管理 [J]. 中

国编辑，2016(5)：4-9.

[3] 全国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 . 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

选编 [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

[4] 黄静，靳琼，马迁，等 .2016 年度出版专业职业资格

考试综合题难点解析 ( 中级基础知识 )[J]. 出版与印

刷，2017(2)：89-96.

（作者单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