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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对是新闻出版中的重要环节。随着电脑技术在写作稿件和编辑排版过程中的普遍应用，

新闻出版各环节的电脑化正在逐步普及。对广大新闻出版从业者，尤其是校对人员来说，这是

一次发展机遇和挑战。校对工作的职能只有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科技时代新闻出版事业

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对校对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例

如，在新的工作程序中，报纸校对人员的主要职能不再是"见字对字"、核对原稿和校样是否一

致，而是要检查和校正原稿中的各种差错，也包括政治、事实、内容、知识等方方面面的错

误。这就要求我们报纸的校对工作，要由传统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由机械性校对向

审读性校对转变。 

  机械性校对，是以原稿为标准，机械地按照原稿比照进行校对，消灭排字差错，至于原稿

对错与否，一般不必由校对人员负担责任。然而，审读性校对要求就不同了，审读性校对要求

我们校对员必须能够发现和纠正原稿中的所有差错，不但要对原稿的作者负责，更重要的是要

对读者负责，因此，校对员对原稿存在的差错也要负一定的责任。换言之，"审读性校对同时

兼备了编辑职能"。其实，过去，完全机械地核对原稿的校对也是不多的。许多校对员发现和

纠正了不少原稿的各类差错。但过去，鉴于我国校对人员水平素质普遍偏低的限制，人们逐渐

形成"校对是简单劳动"的错误观念，为此，才对校对人员工作责任规定为"尊重原稿"，消灭排

字差错的职能。但是，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编辑记者在电脑上写稿排版，再没有原稿可作

校对比照的依据。因此，机械性校对工作不再适应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校对的方式必须变革，

要将实现校对工作向以审读为主的校对模式转变作为改革的方向。这就要求广大校对人员尽快

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水平和政治不平，努力顺应校对职能转变的发展趋

势。 

  审读性校对赋予了校对员兼备编辑的双重性职能--"照稿校对"（校异同）和"校正原

稿"（校是非）。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我们校对人员和新闻出版机构领导的观念要从根本上转

变过来，认真参与审读性校对的实践工作，努力提高校对人员的自身素质。既然审读性校对有

改正原稿谬误的责任，所以原则上说校对人员和编辑应当具有同样的实际水平。因为两者都具

有编辑职能，只是工作侧重点不同而已：编辑是在原稿上进行编辑工作的，审读性校对是在校

样上进行编辑工作的。校对工作的模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见，如果在用人机制上依然存

在错误的思想观念，至今仍然有人认为校对部门低于编辑部门，只能说明这种人缺乏对整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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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认识，陈旧的观念还未得到根本转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最后问题势必出现在校对

这个薄弱环节上，最终影响到报纸的质量。如果能够真正合理地调整安排人力，正确认识校对

部门的重要性，使审读性校对和编辑文化水平、业务水平趋于一致，在报社内部处于平等地

位，建立人事制度动态管理系统，认真考虑校对和编辑岗位的轮换，才能有效地刺激编校人才

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编辑和审读性校对的职能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

此，校对和编辑岗位经常轮换有重要的意义：校对人员在审校工作中可养成把关素质，熟悉编

辑改稿方向和角度，以后有机会担任编辑工作后，会把在校对工作中养成的严细的作风带进编

辑工作中去；同样，编辑担任一段时间的审校工作后，也可以在校对严格的环境中，克服原有

的粗枝大叶作风。编辑校对互相换岗，对两者来说，无疑是业务水平一次质的飞跃，是工作理

念的升华。只有这样，才能使编辑部整体中编辑、校对两个环节互为了解，对对方的工作予以

理解和支持，工作起来，才能把出错的因素尽可能解决在自己的工作环节中，避免相互推诿责

任。 

  总之，要真正实现校对职能的转变，必须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尽快更新。把审读性校对工

作和编辑工作同样地重视起来，提升审读性校对工作的地位，提升审读性校对员整体素质；逐

步使报纸校对的职称走上新闻系列，把校对人员纳入编辑系列中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只有这样

才能适应以后新闻出版业电脑化的发展，提高报纸出版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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