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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信赖关系的层面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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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编辑出版流程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体"期刊信赖关系的!个层面是$%&作者对期刊的信赖%'&作者

对编者的信赖%#&编者对读者和作者的信赖%"&编者之间的信赖%(&编者对期刊管理机构的信赖%!&期刊评价机构和

影响评价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 形成作者对期刊和编者的信赖具有的共同特征是$投稿或关注等支持行为在时间

上的较长持续性或经常性"以及基于某种可期待的利益"其利益包括特殊的情感和愿望&无论是编者之间的信赖还

是编者对其管理机构的信赖"尤其要考虑的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合理'规范的编辑绩效薪酬机制%二是建立高效'科

学的编辑工作和科研业绩激励机制%三是建设编辑及团队的荣誉观机制%四是鼓励编者之间建立友谊%五是营造和

谐愉快的编辑出版工作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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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是指%信任并依靠&!'现代汉语词典(") 信

任是信赖的核心部分*二者均有相信所获取的信息*并

据此产生一定的行为预期*决定实施某种行为的含义)

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发展至较高程度时*便产生了对

对方的依赖D=E

) 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作者对于期刊的

投稿等行为需要以一定的信任或信赖为基础才得以形

成) 而完全漫不经心的毫无具体投稿目标的一稿多投

等行为则不属此列) 基于编辑出版流程涉及的利益相

关者主体D;E

*试就期刊信赖关系的 F个层面进行探究)

一%作者对期刊的信赖

作者对期刊信赖是指作者通过期刊征稿启事+宣

传资料等各种媒介方式*对期刊产生基本的了解认知*

认为自己的文章比较接近该刊的采稿要求* 产生投稿

等各种支持意向和行为)通过各种媒介传播方式*可以

达到更多的受众对期刊的了解认知* 即赢得更多作者

对其的基本信任* 提高了作者向其投稿等各种支持意

向和行为的概率)但是*通过媒介传播而形成的对期刊

的一般性了解认知* 在一般情况下可能产生对期刊的

基本信任*但可能还不足以形成对期刊的信赖)

如果作者要形成对期刊的信赖* 应该具有这样的

情形,!="作者持续不断的投稿并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

得到发表) 这种行为往往反映出对期刊质量和声誉的

认可*也不排除作者对期刊特殊情感的追求) 这里*获

得文章的发表权是信赖关系的核心-!;"作者不以发表

为唯一的目标*长期向期刊投稿及各种联系*寻得对其

进行写作或思想等各种指导帮助) 这种情况在当前已

越来越少见* 大多数刊物宣称由于人手少而不奉告评

审意见*缺少与作者的互动交流)但也有不少高水平高

知名度的刊物+ 公益责任心强的刊物还在坚持与作者

的互动交流和各种指导帮助)这里*获得期刊的指导帮

助是信赖关系的核心-!G"作者曾经向期刊投稿*无论

采用稿件与否*始终坚持向其表示自己的关注及支持)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高水平高知名度的刊物上* 或者

作者的故乡+ 故地+ 故人等具有特殊关系纽带的刊物

上*其感情往往真挚热烈+深沉持久)这里*维系特殊情

==>



感是信赖关系的核心!

二!作者对编者的信赖

作者对编者的信赖分 !种情况"#"$基于前述的作

者对编者有基本的了解认知后% 由此进一步对编者的

编辑出版思想&学术成就&人格魅力等的了解认知%从

而产生了对编者的信赖'#!$认知的顺序反过来%即作

者先对编者形成了基本的了解认知% 由此缘故而进一

步对期刊了解认知%从而产生了对编者的信赖(

具有良好声誉和人格魅力的专家型&学者型编辑%

作者以在其主编或编辑的期刊发表文章为荣% 可以影

响带动作者慕名投稿)对于我国正迈向出版强国而言%

需要一批杰出的编者对作者的集聚效应! 而对于办刊

条件和编辑团队素质普通的期刊而言% 如何加强作者

对编者的信赖支持尤为必要% 也更具有当下的现实意

义!

从前述 !个层面的分析可见% 形成作者对期刊和

编者信赖具有的共同特征是" 投稿或关注等支持行为

在时间上的较长持续性或经常性% 以及基于某种可期

待的利益%其利益包括特殊的情感和愿望!其表征也可

参见*期刊作者信赖探究+一文中%把作者信赖划分的

#种类型,收益型信赖'编辑学者型信赖'尊重型信赖'

出版品牌塑造型信赖'编辑自律型信赖'编辑服务型信

赖'纠错型信赖'语言措辞型信赖$

$%&

)

三!编者对读者和作者的信赖

其一%编者对读者的信赖)期刊必然有自己的知识

报道方向-宗旨和面向特定的读者%无论是综合性期刊

还是专业性期刊都不例外) 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公益性期刊&学术性期刊独立自主性更强一些%它

们主要以社会公益或学术公益为主要办刊导向% 不太

受读者好恶或偏好的束缚)在理论上%无论是中西方的

国家和社会%都需要这样的期刊存在%道理不言自明)

但与读者之间的信赖关系完全割裂的期刊% 有的发展

步履维艰%有的发展受到严重桎梏) 另外%完全不考虑

信赖关系的营造和维护% 也并非都是因为某种公益或

学术性的需要%而是基于经济效益等各种私利追逐)当

然这种情况更是没有信赖关系可言% 唯有利益的交换

关系)

其二%编者对作者的信赖)这里也有 !种类型需要

分别考虑"一是初步和期刊合作的作者)期刊由于报道

连续性&新颖性&快速性%必然需要不断开拓作者队伍%

以保证期刊的连续出版'二是长期和期刊合作的作者)

好的期刊的编者要主动把高质量& 责任心强的作者长

期维系)特别是一些学术性期刊%由于专业研究的长期

性&研究的纵深性%报道成果和影响可以持续产生%还

可以进行相关的学术争鸣% 编者与作者的信赖关系就

更加必要)

四!编者之间的信赖

编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主要指编辑团队成员之间

的信赖关系)在一些编辑学期刊学研究著述中%已有探

讨加强编辑团队的管理&教育&培训&薪酬激励考核等

内容%编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也与之有着紧密的关联)需

要深思问题是" 编者之间的信赖关系有的不属于工作

上建立%而是通过私交中的某种特殊关系建立的)对于

非工作关系中的信赖关系% 往往体现了编辑团队成员

的人格魅力&为人处世艺术甚至钦佩其专业学术成就)

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特殊利益关系为纽带的信赖%则

无需赘述) 编者之间的信赖关系在影响上可以分为 !

种"一是对作者的影响) 如果编者信赖关系淡薄%可能

造成在收稿&修稿&定稿等等环节上与作者沟通不畅%

甚至徒增作者不必要的麻烦' 二是对编辑团队合作的

影响)如果编者信赖关系淡薄%可能造成编辑部整体运

转效率低下&不必要的重复劳动&缺乏创新的激情) 对

于本层信赖关系% 虽然与期刊管理机构的管理和引导

有很大的关系% 但编者之间主动发展信赖关系亦非常

重要)

五!编者对期刊管理机构的信赖

如果编者具有忘我工作&乐于奉献的热情%工作超

额完成或精益求精% 这就使编者对期刊及其管理机构

的信赖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和升华)然而%由于各人的追

求&境遇&生活环境&家庭需要等等不同%其信赖关系的

程度也是不同的) 这是编者对期刊管理机构信赖的内

在原因和内部环境方面)

具体到编者对于期刊管理机构的信赖在主体上包

括"编辑部&期刊社&学校&出版集团&职业管理机构&行

业专业机构&行业学术性机构%等等) 对于这些不同的

管理机构%编者对其的信赖有着一些不同的内容)然而

就主体的代表性而言%可将其划分为 !层","$编者的

聘用管理机构) 这层管理机构有如编辑部&期刊社&学

校等) 在这层关系中%岗位绩效&薪酬&职称&干部级别

是信赖关系的核心%也可以说关系编者的生存与发展'

,!$编者的专业和学术管理机构)这层管理机构有如全

国和各省的学报研究会&科技期刊研究会等)在这层关

系中%专业教育&学术科研支持&荣誉褒奖是信赖关系

的核心%也可以说关系编者的事业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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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编者之间的信赖还是编者对其管理机构的

信赖!尤其要考虑的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合理#规范的

编辑绩效薪酬机制$二是建立高效#科学的编辑工作和

科研业绩激励机制$ 三是建设编辑及团队的荣誉观机

制$四是鼓励编者之间建立友谊$五是营造和谐愉快的

编辑出版工作环境和氛围!等等%编者之间的信赖往往

是基于期刊管理机构提供的工作平台# 工作机会以及

在其管理引导下而形成的!因此!期刊管理机构要充分

发展好#维护好编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六!期刊评价机构

和影响评价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

在读者和作者这部分人群中! 还有一部分特殊的

人&&&期刊评价机构和影响评价的利益相关者! 对期

刊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期刊的信赖关系也不脱离其

窠臼% '!(期刊评价机构% 期刊评价机构包括各种核心

期刊的遴选评定机构#二次文摘转载收录机构等!他们

将期刊划分为若干等级层级! 关系着期刊的社会评价

和经济效益"#$

!关系着期刊的稿源及其质量% 大多数期

刊编辑部尤其是学术性期刊编辑部非常注意与期刊评

价机构建立信赖关系!比如邮寄样刊#邀请讲学指导#

实地拜访汇报等% '%(影响评价的利益相关者% 由于期

刊评价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定量评价# 定性评价指标组

合构成的!更侧重于定量评价指标!因此!一些期刊为

了快速提高定量评价的指标! 通过影响评价的利益相

关者采取了一些合理和不合理的技术手段% 比如鼓励

引证本刊文献!这种鼓励包括有偿的也包括无偿的!但

大多数都是与操作者具有利益相关性% 对于期刊文献

引证指标的人为刻意追求!不能绝对说都是不必要的!

也不能绝对说都是学术不端! 关键在于文献引证的相

关性的限度把握上"&$

% 在期刊的发展史中!无论如何也

回避不了这样的现象存在!始终会以或明或暗#或多或

少的方式存在%

综上可见! 信任与信赖贯穿于编辑出版流程的始

终! 信赖关系主要包括的 '个层面关系着期刊的生存

发展#办刊质量#期刊评价及学术评价!在编辑学期刊

学理论与实践上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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