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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是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

然期刊与图书同为印刷型出版物，但两者的

媒体特征不同，从而导致编辑出版业务存在

不少差别，对相应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也有

一些不同的要求。因此，全国出版专业职业

资格考试“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 • 中级”（以

下简称“中级实务”）科目的试卷中，专门

设置了两道针对期刊编辑出版特点的综合题，

供从事期刊工作的考生选答。这些考题，既

是对期刊编辑出版活动中实际问题的客观反

映，同时又是对期刊编辑出版活动中一些模

糊认识和做法的一种纠偏，对于提示期刊编

辑把握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特别是综合业

务能力有重要的作用。考生只有很好地掌握

了相关知识和能力，才能够考出好成绩，提

高期刊编辑出版工作能力。

本文拟在对 2018 年“中级实务”试卷第

80-B 题进行解析的基础上，给考生一些建议，

以帮助他们提高综合业务能力。

一、考题解析

该题是一道案例分析简答题。题中的案

例如下：

甲期刊为 A4 开本、10 印张的季刊，于

每季度末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但该刊

编辑部未公开说明过稿件审阅处理的期限。

2015 年 3 月 10 日，该编辑部收到陈某投寄的

《透视大学生创业》一文，约 6000 字。编辑

王阳审稿后，认为该稿适合在本刊登载，复审

和终审也都同意，编辑部主任刘雯要求在最

近的第 2 期上登载此文。王阳认为该文即将

刊出，没必要再与陈某联系，在 5 月初就按

编辑部的工作计划对《透视大学生创业》进

行了编辑加工整理，按规定程序审定后发稿。

2015 年 6 月初，甲刊编辑部收到第 2 期

的初校样，共 162 面，其中《透视大学生创业》

占了 4 面。编辑部处理校样期间，王阳忽然

发现每月 25 日出版的乙刊第 5 期上已经登载

陈某的《透视大学生创业》，于是打电话给

试析期刊的媒体特征对
编辑出版人员的特殊要求

——2018 年度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综合题解析
刘晶晶

摘要：文章对期刊编辑出版方面的综合题进行解析，说明涉及的知识点。在此基础上，从期刊有别

于图书的媒体特征角度，说明对期刊编辑出版人员的几个特殊要求——把与作者联系列为日常工作

内容、善于处理校样的页面余缺和熟知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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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陈某说，稿件投给甲刊后一直没有音

信，以为未被采用，就在 4 月 15 日改投乙刊，

并在 4 月底收到了乙刊编辑部的用稿通知。

陈某还为给甲刊编辑部造成了麻烦表示歉意，

而王阳回答说“此事要请示领导后再作处理”。

刘雯得知这件事后，召集编辑部全体人

员开了一次讨论会。刘雯在会上通报了《透

视大学生创业》一文的情况，请大家发表自

己的看法和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方案，还展示

了协作的广告公司刚刚送来的第 2 期面封广

告样张，请大家共同审核后提出意见。这个

广告是一家酿酒公司要求做的，画面中心是

这家公司作为龙头产品的几瓶葡萄酒，酒瓶

旁边放了数盒高档香烟作装饰，旁边的广告

词是“最佳美酒至尊享受”。大家纷纷发表

了自己的意见。会后，王阳把编辑部讨论后

对《透视大学生创业》一文的处理方案通知

了陈某。

考生在回答案例分析类题目时，应该先

把案例的要点吃透。这个案例主要讲了三件

事情：一是甲刊已经排出校样的文章，在乙

刊上先发表了；二是期刊校样需要处理；三

是需审核一份广告设计稿。可以看出，这些

事情主要涉及《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调

整校样版面余缺的技能和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考生只有牢固掌握这几个方面的知识，才能

够在看到案例后自然地回忆起相关知识，判

断案例中的做法正确与否。

考题中要求回答的问题有四个：

问题一：围绕《透视大学生创业》一文

情况提出的下列看法或处理方案中，哪项或

哪几项是正确的？请作选择回答。

A．作者陈某的行为是“一稿两投”，

应该承担一定责任，至少要支付稿件排版费。

B．虽然编辑有过失，但作者陈某的行

为也不对，因为他有义务将稿件已改投乙刊

的情况及时通知甲刊。

C．发生这种事的主要原因是编辑人员

工作不到位，责任在编辑部，作者陈某并没

有过失。

D．可以继续登载这篇文章，不过需要

删节 2 面文字，并说明摘编自乙刊第 5 期。

E．撤下这篇文章，并重新编列后续页面

的页码。

F．撤下这篇文章，从编辑部的备用稿内

另找一篇字数与其大致相当的文章补上。

G．撤下这篇文章，从编辑部的备用稿

内另找一篇字数约为其一半的文章补上。

问题二：为什么问题一中的某项或某几

项是不正确的？请按项说明。

问题三：面封广告样张主要存在什么问

题？为什么？

问题四：对这个广告应该如何处理？

可以看出，问题一、问题二是互补的，

只要对列出的七项内容能正确判断，两个问

题都能解答。兹对这七项内容分析如下。

A、B、C 三项，涉及我国《著作权法》

对期刊出版单位处理作者来稿的规定。辅导

教材《出版专业基础 • 中级》根据我国《著

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说明：“著作权

人向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 30 日

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

一作品向其他期刊社投稿，但双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1]381-382。本案中，甲期刊编辑部“未

公开说明过稿件审阅处理的期限”，应视为

与作者没有另外的约定，所以适用法定期限。

甲刊编辑部收到陈某稿件的时间是 3 月 10 日，

而陈某改投乙刊的时间是 4 月 15 日。由此可

以推知，陈某是在发出稿件已经超过 30 日而

还没有收到用稿通知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个行

为的。所以，陈某的行为符合《著作权法》

的规定，不构成“一稿两投”，自然也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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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包括支付稿件排版费在内的任何责任。

同时，著作权人有权依法自由处置自己的作

品，法律没有要求著作权人应把如何处置自

己作品的情况通报他人。既然陈某的行为是

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他也就没有义务将稿

件改投乙刊的情况通知甲刊。分析案情，可

知造成陈某把作品改投乙刊的主要原因，是

编辑王阳“认为该文即将刊出，没必要再与

陈某联系”，没有通知作者其作品已经决定

刊登。这是期刊编辑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所造成的事故，责任在甲期刊编辑部，作者

陈某并没有过失。

综上所述，可知题目中的 C 项是正确的，

A 项、B 项不正确。

D、E、F、G 项都涉及期刊校样调整事宜。

在期刊编辑活动中，经常会碰到稿件篇幅和

期刊版面容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初校样的

页面数量多于或者少于计划数，编辑人员必

须对初校样进行适当处理。本案中的甲期刊

“为 A4 开本、10 印张”，可知其页面数应

稳定在 160 面，而“甲刊编辑部收到第 2 期

的初校样，共 162 面”，显然是多了 2 面，

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减少。

按照 E 项处理，校样页面数将减少到

158 面，不足额定的 160 面；而按照 F 项处理，

校样仍然多余 2 面。可见，这都不能使总页

面数维持稳定。所以 E 项、F 项是不正确的。

G 项所说是比较常见的正确做法，既可以避

免与其他刊物重复登载相同文章，又减少 2

面校样，实现了校样处理的目的。

当然，如果编辑部认为相关文章确实有

价值，是目标读者十分需要阅读的，也可以

按 D 项的做法处理。因为《著作权法》规定，

作品在报刊上刊登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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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本案中，没有陈

某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情节，根据作者向

期刊投稿的一般情况可以推知其没有这类声

明，文章可以摘编。既然是摘编，删节一半

左右的文字也是允许的，但必须说明原文载

于乙刊 2015 年第 5 期。

问题三、问题四，涉及期刊如何依法经

营广告业务的问题。经营广告业务必须合法。

辅导教材《出版专业实务 • 中级》专门集中阐

述了国家对期刊出版单位经营广告的相关规

定。依据国家的规定来审核，这个广告主要

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准备登载于期刊面封

的广告为葡萄酒作宣传，违反了“酒类广告

的刊载每期不得超过两条，并不得置于面封”

的规定；第二，“酒瓶旁边放了数盒高档香烟”，

违反了“期刊不得刊载或变相刊载烟草制品

广告”的规定；第三，广告词“最佳美酒至

尊享受”，违反了“广告中……也不得使用‘国

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规定。[2]95-96

面对广告内容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况，“简

单地拒绝刊登是不可取的，因为一则无助于

客户增强法制意识，以致今后在别处重犯违

反国家规定的错误；二则也意味着失去了该

客户”。[2]133 所以，编辑部应该把国家有关期

刊登载广告的规定告知广告公司和酿酒公司，

指出广告样张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其重新设

计制作，并说明将调整该广告的登载位置。

二、几点启示

这道题的实践性和综合性都很强。可以

说，案例中的情节在期刊的日常编辑出版工

作中并不罕见。所以，这道题目的作用并不

仅仅在于考试，它在三个方面对期刊编辑出

版工作人员有一定启示。

1. 把与作者联系列为日常工作内容

作者把自己的作品投给出版单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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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把作品的使用权授予出版单位，这是对

出版工作的极大支持。没有作者授予作品使

用权，出版无疑会成为“无米之炊”。

中国编辑学会前会长刘杲先生曾经就编

辑与作者的关系说过：“我们是作者的知音。

了解作者才能帮助作者；懂得作品才能加工

作品。作者是作品的创作者，我们是作品的

组织者、发现者、加工者。在把优秀作品转

化为优秀出版物的过程中，我们是作者最亲

密、最忠实的伙伴。”[3] 无论是图书编辑还

是期刊编辑，正确处理与作者的关系都是必

须的，而图书与期刊在媒体特征上的区别，

使这两种出版物的编辑人员在作者工作上又

存在差别。

图书稿件一般是篇幅大而数量少，期刊

稿件则是篇幅小而数量极多。期刊编辑部几

乎每天都会收到新稿件，由此也不断带来与

作者联系的新工作。由此可见，与图书编辑

相比，期刊编辑所面临的作者数量众多，联

系作者的频次自然相应密集得多。所以，期

刊编辑应该把与作者的联系纳入自己的日常

工作内容之中，舍得为此花精力和时间，努

力当好“作者最亲密、最忠实的伙伴”。

第一，审稿完成后与作者联系。作者投稿，

是一种出于对期刊的信任而主动与期刊编辑

部联系的行为，期刊编辑应该真诚地作出回

应。不回复作者，会使作者感到编辑部对其

不理不睬、很不尊重。因此，无论稿件是采

用还是退稿或退修，编辑都应该把审阅结果

及时通知作者。

第二，作品组配完成后与作者联系。稿

件的刊登不能机械地按照来稿先后顺序，要

进行一定的结构性组配，以体现期刊的整体

性和延续性。这样，已经决定采用的稿件往

往要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安排刊出。编辑应该

在完成作品组配后，及时与本期拟刊发稿件

的作者联系，说明其作品将在何时出版的哪

期刊物上登载，并询问作者对作品有无修改，

以保证作品中反映的信息是最新的。

第三，在作品编辑加工过程中与作者联

系。编辑加工稿件的过程中，遇到看不懂或

者有疑问的地方，要与作者及时沟通，虚心

请教。这既可以保证稿件内容正确，编辑也

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久而久之，编辑的专业

水平也会有显著的提升。

第四，出校样后与作者联系。期刊编辑

收到一期刊物的校样后，要及时分发给有关

作者，请作者进行审核。这一方面是让作者

有机会对某些信息进行更新，另一方面也是

请作者对编辑的修改之处予以确认，以防止

误改。

第五，期刊出版后与作者联系。编辑必

须把样刊发送给相关的作者，让作者持有登

载其作品的期刊。这不仅是对作者权利的尊

重，而且也可满足作者申报成果的现实需要。

此外，除了一些事先已经以公开的“声明”

或“启事”“稿约”等形式与作者约定不支

付稿酬的学术期刊外，很多期刊是向作者支

付稿酬的。编辑应该将稿酬的数额和支付时

间及时通知作者。

本案例中，编辑王阳在校样出来之前一

直没有与作者联系，而校样出来后，如果不

是看到乙刊已经登出相同文章，他也不会与

作者联系。表面上看，这造成了编辑部工作

的被动，经济上也有一定损失；但就深层次讲，

这是对作者不尊重、不真诚的表现，更谈不

上做作者最亲密、最忠实的伙伴。这样做的

后果，很可能严重影响期刊的声誉，大大降

低作者对刊物的信任度，也会给双方今后的

合作带来障碍。

因此，一个合格的编辑，要在内心深处

尊重作者，虚心向作者学习，真诚善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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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作者的朋友。编辑必须清楚地知道，在作

品转化成出版物的过程中，作者是第一位的，

编辑是组织者、发现者、加工者。只有正确

处理好与作者的关系，编辑才有可能和作者

一起打造出好的出版物。

2. 维护期刊整体的统一性、稳定性

在形态、版式、体例方面，图书一般讲

究“一本书”统一，只有相对比较少的丛书、

成套书存在“一套书”基本统一的要求；而

期刊除了要求“一本刊”统一之外，普遍还

有“一卷刊”或“一年刊”严格统一的要求。

国家标准《期刊编排格式》（GB/T 3179—

2009）说明“期刊一般依次分卷期出版。通

常为每年出版 1 卷，也可以 1 年出版多卷或

多年出版 1 卷，还可以不设卷”，同时又规定，

期刊的形态或编排格式“如有必要变更时，

应从新一卷（年）的第 1 期开始”，就从一

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辅导教材按照国家标准的精神和行业惯

例，更为明确地说明，期刊应该做到“形态

和篇幅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各期刊物的

开本、装订样式、页面数量、版心规格等都

完全相同，如果确需变更，也要从某年的第

一期开始，且之后各期（至少当年内各期）

都应与之相同”[2]86-87。

一期刊物是个整体，而各期刊物集合在

一起也应该是个整体，形成内容和形态上都

相对稳定的独特风格。整体的统一性、稳定

性，是本期刊区别于他期刊，彰显自己特色，

吸引和服务目标读者，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

要方面。

正因为这样，为保证每期刊物的总篇幅

相对稳定，对校样的页面余缺进行合适的处

理，成为期刊编辑的重要专业技能。“能否

完美地对校样上的页面余缺进行处理，往往

是衡量期刊编辑业务能力高下的又一个重要

方面。”[2]117 所以，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

中多次出现类似的题目，体现了期刊出版工

作实践对编辑的职业要求。

3. 期刊编辑要熟知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

图书中极少登载广告，而对期刊来说，

登载广告是常规做法。期刊的编辑人员根据

国家规定不得参与广告经营，但是编辑对期

刊整体的合法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对广告业务经营人员安排登载的

广告，编辑必须进行审核，防止出现不合法

的现象。

就本案而言，对作者来稿处理欠妥，影

响尚可控，可以通过适当的补救措施弥补。

但广告样张若处理不慎，把其原样在期刊面

封上刊载，就会带来恶劣影响，导致期刊受

到法律处罚。

因此，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是期刊编辑

出版人员必须熟知的。期刊编辑要学会针对

具体问题查询法律法规，或者向有关机构、

人士请教，把“依法办刊”真正落到实处，

从而不仅把握住期刊的内容质量，而且还能

充分享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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