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全媒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命袁更是一种理念的更新和变化遥 这种

变化体现在学术期刊编辑身上袁就是信息素养袁即信息意识尧信息知识尧信息能力尧信息道

德遥具体包括院获取尧收集信息的能力曰分析辨识信息的能力曰加工信息的能力曰利用信息的

能力曰遵守信息伦理的能力遥全媒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信息素养提升袁运用 SWOT分析袁得到

的结论是院优势要要要学历较高袁思维活跃袁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曰劣势要要要学术期刊编

辑主体意识有待提高曰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素养不高曰学术期刊编辑存在职业倦怠现象曰
机遇要要要数字出版的总体进程加快曰国家政策支持曰国外期刊数字出版机构进入中国曰威
胁要要要期刊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机制尚未真正确立曰学术期刊编辑竞争激烈遥提升信息素

养不但是全媒时代发展的要求袁也是保证期刊质量的需要袁同时更是学术期刊编辑自身发

展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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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袁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遥 网络时代的到来也不断冲击

着古老的纸媒时代遥 一个全新的全媒时代展现在受众眼前遥 全媒时代袁重点在野全冶字上袁首先

野全冶体现在传播工具的种类繁多袁而不仅仅是纸媒袁除了传统的报纸尧杂志尧图书等纸媒介外袁
现代化的传播工具种类愈加繁多袁如院广播尧网上视频尧电子书以及手机报等等遥其次袁野全冶体现

在传播内容的广泛和开放袁 世界各地的大事小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传播遥 无论是国家或地

区的政治尧经济等大事袁亦或是个人发生的身边小事袁各种内容的新闻每天充斥着我们的大脑遥
再次袁野全冶 体现在传播地域的广阔袁野地球村冶 时代的到来拉近了我们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距

离遥 凡是有媒体覆盖的地方袁各地的新闻事件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在任何角落里被受众了解遥 全

媒时代的到来给学术期刊编辑带来了契机和挑战袁编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袁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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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全媒时代得以发展遥 所以袁笔者应用SWOT 分析法袁对全媒体时代袁学术期刊编辑的优

势尧劣势尧机遇尧威胁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袁以期学术期刊编辑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遥
一尧文献述评

既往的相关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院 一是对全媒体时代进行定义和解析遥
指出全媒体就是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传播内容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遥 进

入这个时代袁出版业编辑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袁全媒体丰富了编辑工作的形式袁促进了各类刊

物内容的资源共享袁使编辑工作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1-2]遥 二是对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进行优

劣势研究遥 指出学术期刊业已初步实现数字化出版袁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袁法律法规政策逐步

完善袁技术逐步提高遥 但无论是主办单位还是编辑自身对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认识理念落

后袁重视不足曰经费和人才资源相对短缺曰缺乏规范化尧法制化的管理体制曰现有出版模式周期

长袁网络出版严重滞后曰在数字化出版利益分配中仍处于劣势[3-4]遥 三是对全媒时代学术期刊编

辑应具备的素质尤其是信息素养进行分析遥 指出全媒体时代下袁编辑面临传播方式立体化尧信
息泛滥袁难辨真伪尧编辑主导地位弱化等挑战袁在此种情况下袁学术期刊编辑需具备的信息素

养包括敏锐的信息知觉能力尧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曰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曰娴熟的综合

策划能力曰高超的采编多媒体设备使用能力等[5-6]遥 四是对如何提高学术期刊编辑的信息素养

进行研究遥 学术期刊编辑应该学习和运用各种信息技术袁接受图书情报学专业培训曰接受计算

机文化基础培训曰自然科学编辑要加强对人文科学的认知曰人文科学编辑要加强自然科学知

识的积累袁边积累边提高曰转变传统工作方式袁创建信息化的工作氛围曰加强硬件支持和技术

保障曰强化培训和专业进修等[7-9]遥
上述研究中对全媒体时代带给学术期刊及期刊编辑的影响做了一定的研究袁但对学术期

刊编辑在全媒时代所遇到的威胁和挑战分析得还不够全面遥 笔者以为袁全媒时代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命袁更是一种理念的更新和变化遥 这种变化体现在学术期刊编辑身上袁就
是信息素养遥 学术期刊编辑应该在了解各种媒介特性的基础上袁培育互动传播的能力尧全球传

播的能力以及全媒体制作的能力[10]袁更详细地说袁也就是信息意识尧信息知识尧信息能力尧信息

道德遥
二尧全媒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信息素养的内涵解析

信息素养 渊information literacy冤 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 渊IIA冤 主席 Pau1
Zurkowski 于 l974 年提出的, 他用野information literacy冶来指经过训练能够在工作中运用信息资

源的能力[11]遥全媒时代袁编辑必须具备很强的信息素养袁才能更好地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遥笔者

以为袁学术期刊编辑的信息素养应包括五方面内容遥
渊一冤获取尧收集信息的能力要要要通过各种途径高效获取信息的能力

全媒时代袁不懂得电脑技术袁不会使用各种搜索引擎的编辑将寸步难行遥大量的信息

都是通过网络第一时间发布的袁它比传统纸媒时代要快速得多曰因此袁编辑应熟练掌握

各种方法来获取信息袁尤其是对电脑的掌握遥 从 UNIX尧MS-DOS 系统到 WINDOWS XP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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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的 WIN 8 操作系统袁 电脑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可谓日新月异袁 一种系统还未掌握熟

练袁新的系统又产生袁这就要求编辑要有学习的能力袁快速掌握操作方法袁以便在工作中熟

练应用遥
渊二冤分析辨识信息的能力要要要甄别尧评价信息是否有价值的能力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袁拥有一双野慧眼冶对于在繁冗的信息中找到有效信息至关重要遥 编

辑必须通过收集专业学术信息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编辑素质袁 加强编辑的探索精神袁
积极培养信息意识袁提升编辑的信息认知尧识别能力袁从而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袁是否可以为

期刊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2]遥 不论是从网站尧QQ 或者是微信等网络媒体或传统纸媒获得

的信息袁编辑都应该运用自己的常识及知识正确尧合理地进行判断袁对于虚假以及不确定的信

息进行核实和甄别袁去伪存真袁去粗取精遥
渊三冤加工信息的能力要要要正确和高效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收集信息和辨识信息的基础上袁 加工信息就显得更为重要遥 这是信息利用的中间环

节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遥 编辑必须通过自身的综合素质袁如专业知识尧判别能力尧计算机的

综合运用尧文字驾驭能力等来对信息进行正确地尧有效地处理 [7]遥 如一些日常办公软件的使

用袁如 Word尧WPS 等袁以及图片处理软件如 photoshop尧CAD 等袁还有一些排版工具如方正尧飞
腾等软件遥

渊四冤利用信息的能力要要要有效将信息应用于编辑出版过程的能力

编辑应具备将碎片化视角纳入选题策划的能力袁同时能够很好地以信息平台助力稿件审

读遥 借助平台提取稿件的创新点和学术价值袁这在我国一些高校学报中已经实现遥 如大部分高

校学报使用的投稿系统袁已经比较专业和完整遥 作者通过注册个人信息后袁进入投稿系统袁首
先阅读并确认投稿确认书袁如图 1 所示院

图 1 作者投稿确认书

这样袁确保作者在投稿时确认自己的文章为原创袁并同意版权转让袁防止一系列有关著作

版权问题的发生遥 在同意投稿确认书之后袁就进入投稿步骤遥 即输入文章题目寅输入本文作者

信息寅输入本文摘要寅 本文关键词寅输入本文学科分类信息寅输入本文基金资助信息寅给

编辑部留言寅上传稿件内容寅输入参考文献寅信息确认尧正式投稿寅投稿完成遥 其中袁编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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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文章的摘要尧关键词以及基金和参考文献来基本判断稿件的质量以及筛选稿件的审稿

人遥 野给编辑部留言冶可以使作者更好加强与编辑的沟通袁表达对稿件刊发的速度等要求袁更具

人性化遥 同时袁通过这样的平台袁作者可以很快查阅到审稿进度袁编辑可以更高效地处理稿件袁
加快了稿件处理速度袁减少了传统投稿方式的一些弊端遥

渊五冤遵守信息伦理的能力要要要具有恪守职业道德和良好的道德素质的能力

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编辑袁政治素养是首要的和必要的遥 严把政治关是每一个编辑必须遵守

的职业道德遥 面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袁编辑必须运用政治理论尧道德理论尧伦理知识对其进行

甄别遥坚决做到不传谣尧不造谣袁始终坚定政治信念袁严把信息的政治关袁从而把握好期刊的政

治方向遥对于作者的学术论文以及个人信息袁更要做到尊重和保护对于没有通过审阅的稿件袁
编辑绝不可以盗用或者转让他人遥如今学术期刊广泛运用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给编辑审稿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袁但如果编辑缺乏职业道德袁很有可能随意泄露检测账号及密码袁擅自检测本

刊以外的来稿袁轻率告之文章重复内容袁甚至积极提供修改帮助袁主动交易袁收费检测遥本为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维护者的编辑袁却利用手中的工具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推波助澜者遥
三尧全媒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信息素养提升的 SWOT分析

随着期刊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袁作为学术期刊的主体袁编辑面临着种种机遇和挑战袁大数据

时代下传统期刊的困境重重袁如传播途径单一尧传播速度慢尧内容创新度不高等[13]遥编辑与期刊

二者是相辅相成袁不可分割的整体遥 应用 SWOT 理论袁可以通过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学术期

刊编辑在数字化时代下袁提升信息素养时所面临的优势尧劣势尧机遇以及威胁袁以期学术期刊

编辑主体和生存环境等外部因素得到重视袁 从而达到推动学术期刊编辑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袁
进而推动学术期刊发展遥

SWOT 是由美国著名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袁 最早是应用于企

业战略分析遥其中 S 代表优势渊strength冤袁W 代表弱渊weakness冤袁O 代表机会渊opportunity冤袁T 代

表威胁渊threat冤袁其中袁S尧W 是内部因素袁O尧T 是外部因素[14]遥企业通过这四项指标袁对自身以

及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袁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袁以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和稳定遥 如图 2 所示遥

图 2 SWOT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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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学术期刊编辑的优势

作为学术期刊编辑袁必须手执野两支笔冶袁一只红色的笔要要要是编辑的职责所在袁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野为他人作嫁衣裳冶的使命曰一支蓝色的笔要要要搞好学术研究袁发挥自己的专业袁对某

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遥 不难看出袁首先袁学术期刊的编辑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袁有较高的学

历袁知识水平较高遥 再加上平时不断地审读学术文章袁日积月累知识面较宽袁对某一领域尤其

是自身的专业有较深的功底袁具备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遥 其次袁编辑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较

强袁对新事物袁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网络等运用能力强袁易于掌握现代的出版理论和编辑技

术袁捕捉最新信息[15]遥 再次袁学术期刊编辑长期与专家学者打交道袁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袁易于掌

握学术前沿和学术动态遥
渊二冤学术期刊编辑的劣势

虽然学术期刊编辑有较强的优势袁但是袁综合分析还存在以下劣势遥 首先袁学术期刊编辑

主体意识有待提高遥 编辑作为期刊的主体袁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才能更好地提高自身素

质和期刊质量遥 目前袁一些编辑主体意识不强袁有时候过于被动工作袁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在

面对作者时袁缺乏耐心袁缺乏与作者沟通的能力曰在面对专家时袁不够积极主动袁缺乏自信袁很难

约到高质量的稿件遥 其次袁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素养不高遥 几乎所有的编辑都不是学编辑出版

专业出身袁但学术期刊的编校规范等素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起来的袁而是由长期的编辑

经验累积起来的[16]遥 这就需要编辑在工作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遥 再次袁学术期刊编辑存在

职业倦怠现象遥 职业倦怠又称野职业枯竭症冶袁它不同于身体的疲惫袁而是工作人员长期在工作

的重压之下所形成的身心疲惫感袁是一种由工作引发的心理枯竭现象袁这种感觉更多的是缘

自心理的疲乏遥 由于长期从事复杂单一的工作袁难免产生厌倦感袁再加上晋升空间小袁工资待

遇不高尧主办单位不重视以及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袁极易产生工作上的厌倦感袁从而导致职

业倦怠现象遥
渊三冤学术期刊编辑的机遇

在 2013 年 7 月 8 日要10 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袁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发布了叶2012要2013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曳遥报告显示袁2012 年袁国内数字出版总产出达

到 1935.49 亿元袁 比 2011 年整体增长 40.47%遥 短短两年时间袁 中国数字出版产值实现了从

1000 亿元向 2000 亿元的迈进遥 中国数字出版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袁产品形态尧商业模式尧运
营渠道尧产业环境等都有了新的变化[17]遥 数字化步伐的加快给学术期刊编辑带来了机遇袁具体

表现在三个方面遥
1. 数字出版的总体进程加快

数字出版代表着出版业的未来和方向袁这是新闻出版界的共识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数

字出版业是当前出版业的重要任务[18]遥 2012 年数字出版收入再创新高袁数字报纸尧电子书发展

迅速袁增长幅度超过 30%以上遥 在数字出版总产出的 1935.49 亿元中袁互联网期刊收入达 10.83
亿元遥 数字出版企业积极求新求变袁数字出版内容平台迈向开放性未来袁新技术应用开启数字

出版全新业态袁数字出版重心向移动互联网转移袁智能终端格局基本形成袁数字出版保障体系

不断完善[1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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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政策支持

2011 全国最大数字出版产业数据中心项目正式在天津启动袁2012 年袁 在数字出版产业发

展壮大的过程中袁政府主管部门一直都是引导者和推动者遥 2012要2013 年袁政府主管部门继续

推进数字产业壮大袁推动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的形成袁促进数字出

版市场快速发展遥 2013 年 7 月 8 日袁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尧科学技术部尧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单位主办的野第五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冶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开幕遥 开幕式上袁全国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表示院野中国数字出版阅读人数接近 2000 亿袁出路就是技

术和文化相结合袁我们要把品牌做大做强袁造出中国的微软尧中国的苹果尧中国的亚马逊袁才能

在文化产业领域引领世界的文化发展遥 冶随着党的野十八大冶的胜利闭幕袁关于野十八大冶的单行

本等图书陆续与读者见面袁其中袁野十八大冶报告单行本尧中国共产党章程尧野十八大冶会议文件汇

编等党代会文件首次实现数字出版遥
3. 国外期刊数字出版机构进入中国

近年来袁中国数字出版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袁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尧数字内容平台建设尧数字

出版标准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在 2013 北京

国际出版论坛上曾指出院中国将进一步开放数字出版市场袁欢迎国外信息企业尧互联网企业进

驻中国袁与中国企业在内容生产尧技术研发尧标准制定尧版权保护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遥 国外期

刊数字出版机构的进入为我国数字出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袁带来一系列新的经营方式尧办刊

理念尧出版模式和新的数字技术遥
渊四冤学术期刊编辑的威胁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袁 全媒时代的到来也给学术期刊编辑带来种种威胁和挑

战院主办单位不重视袁无绩效考核制度袁期刊勉强生存的境遇以及编辑习惯了这样的环境的麻

木性等[20]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遥
1. 期刊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机制尚未真正确立

众所周知袁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袁从网络上几乎可以随意下载一篇文章袁这也滋

生了数字出版侵权案件的不断发生袁如近两年出现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表中国作家向谷

歌尧百度维权袁中华书局起诉汉王纸书预装野二十五史冶袁韩寒等作家起诉苹果的应用商店等等

数字版权纠纷遥 数字出版著作权侵权已经成为侵权的重灾区遥 这客观上给学术期刊编辑也带

来了工作的难度袁编辑需要一双慧眼和技术来确保作者的著作权遥
2. 我国学术期刊编辑竞争激烈

面对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袁 期刊在社会定位尧 传播方式尧 编辑手

段尧出版发行尧读者群体等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袁那么学术期刊编辑同样竞争激烈遥 需要从

不同方面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才能适应新形势遥 期刊编辑需具备基本素质和特殊素质遥
基本素质包括政治思想尧编辑业务尧语言文字和有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很强的信息素质袁
特殊素质要求较高袁包括美学尧艺术尧计算机技术尧经营管理和社交公关等能力遥 高尚的思想

道德素质是成就学术期刊编辑的根本袁健康的心理情感体现出编辑良好的精神面貌袁编辑

应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袁当然还需具备科学精神和编辑实务技能 [21]遥 全媒时代袁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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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辑人员之间的竞争袁还是人与计算机等高科技之间的竞争遥 这就需要编辑不断完善和

发展自己的能力袁客观上也带给编辑一些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袁如果不思进取将无法适应

全媒时代的要求遥
四尧结 语

全媒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遥 我国期刊出版应完善数字出版产业链条袁加大数字出版科

技研发力度袁增强数字出版赢利能力袁加大监管与版权保护力度遥 同时袁编辑作为学术期刊的

主体要不断地完善自己袁不仅仅做编辑袁还要做专家袁同时还要具备掌握现代科学的编辑技术

及现代经营理念的信息素质遥 提升信息素养不但是全媒时代发展的要求袁也是保证期刊质量

的需要袁同时更是学术期刊编辑自身发展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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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OT Analysis of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爷 Information Literacy
Improvement in All Media Era

HAN Fanga, b

(a.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b. Marxism School, Baotou Teachers爷 College, Baotou 014030, China)
Abstract: The whole media era brings us not only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a kind of idea

renewal and change. This change reflected in editing academic journal is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i.e. the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information knowledge, information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morality. It specifically
includes the ability to acquire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ability of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ability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ability; the ability to comply with information ethics.
Through SWOT analysis of the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爷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all media
era, it is concluded the advantage of editors includes high schooling, active thinking, strong research
capacity; the disadvantage of them includes insufficient academic subject consciousness, low quality of
academic journal editing, and professional burnout. The opportunity includes the quick process of digital
publishing,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and entry of foreign digital periodical publishing institution. The threat
includes no copy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 for digital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爷 competition.
To enhance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guarantee of periodical quality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

Key words: all media era ; editing ; information literacy ; SWO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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