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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时代财编辑主体帕簇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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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编辑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包括观念、技术、知识、环境、组织、 

制度、管理、文化等一系列创新的综合体。时代创新主题对编辑主体提 出具备创新的品格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迅速了解掌 

握利用最新技术的能力 ，善 于学习敏于洞察的能力，组织、协调 、社 交能力是 时代创新主题对编辑主体提 出的能力要 求。编辑 

主体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在编辑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主动迎接时代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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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The Age’S Demands on the Body of Editors’Abilities 

ZENG Yi-sheng 

(Ed／tor／a／ ofJournd ofSoda／&／eneces&玩 ，Wu／um Un／vers／ty ofTerJmo／ogy，Wu／um 430063，China) 

Abstract：Innovation has becomethe age’Stheme along with the develotm~ent d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technology．Editorialinnovation 

is a system engineering and cometary that includes a series ofinnovative requirements such as idea，skill，learning，drcumstnnce，organiza- 

tion，system，management，culture and atc．The age's denm~ on the editor)s innovative capacities coverthe abitity to t}IiIllc creativ由 ，under- 

stand quickly andmasterthe newesttechnology， the abilityto be good atlearning andto see clearly and quickly，theab ility to Ol~ flize，coor- 

dinate and to make social contact．In the course oftheory-learning and editing practice，the body of editors should consciously train and im— 

prove all sorts oftheir abilities，meet actively the challenges ofthe age． 

Key words：irmovation ；editor；ability 

创新是知识的创造、转换和应用的过程，是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晶。其突出特征是首创性、 

新颖性、变革性、超首性。其实质是推陈 出新 ，创造 

出新观念、新思想、新思路、新作法、新技术、新产品、 

新管理。因此 ，创新 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思想理 

论的创新 ，又有科学技术的创新 ，还有机制创新、管 

理创新、组织创新和服务领域的创新等等。随着知 

识经济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的迅速上升，参与知识 

经济生产、传播的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创新 

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对创新活动及其过程的 

认识正不断深入。知识成为创新 的核心，它是所有 

创新活动的共同实质 ，促进和引导知识的流动将是 

竞争成功的关键。因此，作为促进和引导知识流动 

的重要中介之一 ，编辑出版业的创新在促进知识创 

新、推动知识经济发展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编辑是编辑出版业的主体，时代的创新要求，也就赋 

予了编辑主体创新能力的要求。 
一

、编辑观念的创新要求编辑具有创新的品格 

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总是以思想的进 

步和观念的更新为先导的。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非 

常重要的变化时期，即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 

的时期。在这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中，思想观念的 

转变和创新将是取胜的关键，没有观念的创新，其他 

的创新都不可能实现。只有及 时地转变思想观念 ， 

才能在竞争中抓住宝贵的机遇，迎接挑战。观念是 

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产生的，一经形成便会十分顽 

固地盘踞在人们的思想 中，很难改变。而观念的创 

新就是要否定自我 ，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要面向 

未来重新定位。由于人们往往习惯于1日有的思维定 

势，安于现状，满足于既得利益，新的思想、新的观念 

的建立必然要受到旧思想、旧观念的干扰和反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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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观念的创新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而复杂的过程。 

作为编辑的主体，观念的创新就要求编辑要具有创 

新的品格 ，具有敢 于突破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风险意 

识 ，具备创造性思维 的能力。要敢于摒弃旧的思维 

定势，居安思危 ，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就，为了长远利 

益，甘 冒风险 ，甚至不惜牺牲 已有 的利益关系，敢于 

超越现有的事物，勇于打破现有的平衡，以达到新的 

更高层次的平衡。只有具备了创新的品格和创造性 

的思维能力 ，才能接受新事物 、新信息、新动态 、新变 

化 ，才能在纷 繁复杂的事物中，根据个体 、单位 以及 

外部环境 的特点和优势 ，发现和抓住机遇 ，找准定 

位，作出创新性的决断，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 

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的品格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 

编辑主体的最重要 的素质和能力。当然 ，创新 的品 

格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不可能 自觉产生 ，它需要足够 

的创新知识 的储备 ，要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作基础， 

并且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过程。 

二、编辑技术创新要求编辑主体具有迅速了解 

掌握利用最新技术的能力 

技术创新包括出版物创新 、编辑过程创新 、开发 

创新等技术领域的创新，它贯穿于编辑技术转化为 

出版物商品并实现其价值的全过程。 

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发展 ，编辑出版业也 出现 

了新 的变化。十多年前 ，编辑出版业 已打破了印刷 

品一统天下 的格局 ，印刷 出版、电子 出版、音像 出版 

三分天下 ，各领风骚。近年来 ，随着 电脑 的普及 ，互 

联网迅速发展 ，网络报纸 、网络杂志纷纷亮相，并以 

传播速度快 、时效性强 、信息量大而得到受众 的青 

睐。大量的科学专业信息、工商企业信息以及涉及 

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也都是运用高技术手 

段编辑制作出来的。技术创新在编辑出版的全过程 

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将成为推动编辑 出 

版事业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的根本动力，也是编辑出 

版业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随着 编辑技术 的不断创 

新，伏案审读 、纸笔修编的方式 ，越来越多地被荧屏 

扫描、键盘操作所代替 ；符号代表了往 日可以直观的 

文字手稿 ；缓慢的手工编辑作业 ，转变为快速的编辑 

显示 ；用笔增删修画的技术被 电脑 的自动程序所取 

代；编辑的技术性劳作，在数量上将 日益缩减，等等。 

这一切在有的出版社 、期刊社、编辑部已经成为了现 

实，每个编辑都配有电脑设备 ，编辑的工作 由书面编 

辑转化为屏幕编辑，从封闭设计到开放设计，从候时 

校对转变成即时校对 ，从文本检索到磁盘检索，编辑 

排版进一步 自由化 ，编辑工作的内容更加集中在审 

稿和组稿决策上。面对编辑出版业发展 的新形势 ， 

编辑主体必须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 的技术动向，学 

会利用最新 的技术手段 开展编辑工作。在选题 之 

初，除了传统的“走出去”调研，将作者读者“请进来” 

座谈外，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调查研究 ，利用网络的 

交互性特点，及时掌握和反馈各方面 的信息。在编 

辑过程中，编辑主体可以通过电子信箱审稿、校对， 

在电脑上进行编辑加工 ，编完校完 ，就可 以付之印 

刷、制作。在发行销售过程中，可以通过互联网以最 

快捷、简便 、准确的方式达成各种交易。 

这一切都要求编辑主体尽快地 了解 、掌握和利 

用新技术，如编辑系统软件 、校对系统软件、影像软 

件的使用，互联网的操作等等，都应该成为编辑主体 

所要掌握的基本功。要摒弃电脑编辑、打字、作图是 

“工人”的事，编辑只是满足于传统 的书面改稿的观 

念和做法，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三、编辑知识创新要求编辑主体具有善于学习、 

敏于洞察的能力 

知识创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编辑学本 

身的理论创新，二是编辑主体的知识创新。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编辑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传 

统的编辑学一般是以传统的纸质印刷 出版物为研究 

对象的，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研究往往只限于图书和 

文字期刊。随着计算机技术 和通信技术 的迅猛发 

展 ，一方面出现了音像 出版物、电子 出版物 、网络出 

版物 ，这些出版物较之纸质 出版物具有周期短、制作 

简单、修订再版方便、体积小、存储量大、成本低、检 

索能力强，图文声并茂 ，传递速度快等优势 ；另一方 

面 ，在编辑工作中各环节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甚至 

会逐渐消失，编辑、印刷、出版 、发行等工作融为一 

体。由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市场化运作 ，编辑 出版工 

作的管理、制度等等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 

编辑出版的一些基本概念需要重新界定 ，一些编辑 

理论上的问题需要深层次的研究，编辑理论需要创 

新 ，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从而指导编辑出版的 

实践。编辑理论的创新要求编辑主体要在具体的实 

践中，在编辑理论的探索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 

于思辨，不断学习，总结经验，在理论上有所发现，有 

所突破，有所创造。古语说 ：知者不惑。也就是说有 

知识、有见识 的人 ，才是聪明的人 ，才是没有疑惑不 

糊涂的人。作为组织、审读 、选择、加工整理著作文 

稿的编辑主体 ，如果没有学识，不具备各个方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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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就不可能胜任 自己的工作 ，不能很好地完成出版 

任务。虽然由于工作的分工，许多编辑对自己曾经 

学习过或经常接触的某一方面的知识 比较熟悉 ，但 

这并不意味着编辑主体不需要进一步学习。因为知 

识虽然不会 因消费而折 IEl，但 知识本身会 陈旧、老 

化。特别是 当今人们处在一个知识信息爆炸的时 

代，各学科自身都在飞速地发展着，许多新的学科、 

边缘学科 、新技术、新方法也如雨后春笋层 出不穷。 

编辑主体要在众多纷繁的各种信息中获取最重要最 

有效的信息 ，做 出正确的选择，做到“知而不惑”，就 

必须要学习，学习 ，再学习。 

编辑知识创新对编辑主体提出了善于学习敏于 

洞察的能力要求。在信息社会，疏于学习是不可能 

适应社会发展的。随着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来临 

与发展，人们对不断学习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知识的陈旧与信息的单一化，会使人“扁平化”， 

变成“单向度的人”。编辑主体应该通过外部及内部 

的各种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在与作者、读者、科研机 

构和相关主体包括竞争者之间信息的高速流动中， 

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同行学习 ，向专家学习。 

不仅要学习编辑学的基础知识 ，还应掌握其他学科 

的知识 ，甚至可 以成为某一学科 的专家，做到“一专 

多能”，以专为主，“专”“博”兼备 ，同时 ，随着进一步 

的开放 与信息全球化的发展 ，还要学 习外语 、计算 

机、网络技术方面的知识 ，使 自己成为一个“立体知 

识人”。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总结，勤于思考，提高 

洞察能力。 

四、编辑组织、管理、市场的创新要求编辑主体 

具有组织、协调和社交能力 

编辑组织是知识的载体者、生产者，编辑组织 的 

创新就是使编辑群体成为最能接受新观念、新知识 、 

新方法的不断学习和创新型的组织。编辑管理创新 

就是不断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变化，重新调整人才、 

资本和科技要素 ，以知识创新适应市场 ，满足市场需 

求，以达到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标的过程。 

现代化编辑管理注重的是效率和速度 ，编辑管理形 

式为平面型的，编辑组织的结构呈网状 ，管理者与普 

通编辑人员直接打交道，管理者是服务者、是创新 

者，普通编辑人员是知识工作者，只有分享知识，才 

能互动，并创造出最佳编辑效果。在编辑组织和管 

理的创新中，编辑主体之间的思维 、理念 、态度和行 

为的更新、转变，编辑主体的相互沟通、交互作用和 

建立个人发展和组织发展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对编 

辑组织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就有一个编 

辑主体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发挥问题。如果编 

辑群体从结构 、形态、政策的设计和营运 ，到每个成 

员个体的思维、理念、态度和行为 ，都具有强烈的 自 

我调适 、适应和驾驭组织任务、技术特质和外部环境 

变化的能力 ，编辑主体的潜能得到极大的激发，并成 

为编辑组织发展的动力。 

编辑创新的效果 由市场检验。因此，编辑市场 

创新是编辑创新的归宿。编辑市场创新包括开发新 

出版物产品、出版物审美创新 、市场创新 、品牌创新 

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 

着编辑出版技术的创新和新出版物产 品的开发 ，随 

着过剩经济的出现与买方市场的形成，必然带来编 

辑出版部门对新的出版物市场的开拓与 占领。这就 

要求编辑主体要与外界保持广泛的联系，了解社会 

形势、学术信息、科研动态、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 

审美情趣的变化，了解作者心理、读者心理发展趋 

向。这一切都离不开编辑主体社会交往的能力发 

挥。那种“闭门造车”，关起门来编稿的“纯编辑工具 

型”人才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总之，编辑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包括观念 、 

技术 、知识 、环境、组织、制度 、管理、文化等一系列创 

新的综合体。它不仅对编辑主体提出了具备创新的 

·品格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迅速了解掌握利用最新 

技术的能力，善于学习敏于洞察的能力，组织、协调 

和社交能力要求，而且其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 

泛。这些能力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 为依托的。 

其中创新的品格和创造性思维是创新的先导 ，善于 

学习敏于洞察是创新的基础，了解掌握利用最新的 

技术是创新的动力，社交、组织、协调能力是创新的 

要件。各种能力都具备并不断提高，才能适应社会 

的发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编辑主体要充分认识提高各方面能力的重要 

性 ，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在理论的学 习中，在编辑 

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 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 

主动迎接时代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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