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站自2005年开始，过刊仍然提供下载，新刊在半年内将不提供下载， 欢迎订阅

   Publishing Science    首页 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出版科学》2003年第1期（总第43期）  

 
目 录 

卷首语

· 出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专论·特约稿

· 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

· 西方政府审处书稿案例说明什么

· 编辑选择与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

编辑学·编辑工作

· 编辑出版学的历史支柱

· 浅论编辑思想构成及其品质

· 英语文字规范的一些基本知识

· 掌握出版物文字出错的规律

· 论编辑系统的优化

· 试论图书的媒体属性

出版学·出版工作

· 克难攻坚治顽症 整合资源促发展

· 图书发行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分析

· 图书营销渠道的管理与整合

· 浅谈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 畅销书三大基石：潜质、理念、市场运
作

· 出版企业文化的构建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 音像制品出版工作流程

书苑掇英

· 市场竞争与品牌图书

· 校对质疑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 大气从标题开始

· 书刊用纸越白越好吗

· 《湖北旧影》的装帧设计

· “出版学子”奖获奖前后

编辑史·出版史

· 印刷术发明权的论争并未止息

·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
的两次大论战

· 熊希龄与《湘报》

编辑随笔

· 我任社长这一年

· 与读者交流

· 我的《中国图书年鉴》情结

· 让英语学习变得轻松容易

 

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 

刘 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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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职业道德属于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建设离不开公民道德建设的普遍要求。但是，

它们毕竟分为不同的层次。现在常见把公民道德建设的普遍要求直接列为编辑职业道德的

要求。这不能解决问题。职业道德不能仅仅停留在公民道德的普遍要求上，否则就不必单

提职业道德了。《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阐述普遍的道德

要求的同时，都单独地提出了职业道德的要求，明确地将普遍道德要求和职业道德要求分

开。对职业道德的要求是“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

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由此可见，编辑职业道

德应当有比普遍的道德规范更进一步地结合编辑职业特征的具体要求。编辑职业道德是普

遍的道德规范特别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与编辑职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编辑职业道德

是与编辑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普遍要求，又必须具备编

辑职业的特征。

三、我们的编辑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的 

编辑职业道德 

    道德具有阶级性和时代特征。这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优秀道德可以继承并不矛盾。

我们讲的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一，又反过来为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我们讲的编辑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这个

性质应当十分明确。 

    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从属于普遍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

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它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因此，讲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就要把为人民服务这个基本的道德

要求落实到编辑工作的实践中去。在编辑工作中，时时、处处、事事都要按照为人民服务

的道德要求决定取舍。我们要坚持这个基本的道德要求，高扬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道德精

神，以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还是传统的编辑职业道德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继承和发展。中国

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内容丰富的传统道德。对传统道德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中国的编辑活动也有悠久的历史。编辑是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者。在代

代相传的编辑实践中形成了编辑的职业道德。其中有些重要的要求，比如，重义轻利，洁

身自好，崇尚学术，追求文化，专心致志，一丝不苟，敬业乐群，克己奉公，等等，对今

天的编辑职业道德建设仍然是积极可取的。特别是在近现代从事革命的进步的出版工作的

编辑，更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了编辑职业道德。比如，邹韬奋在投身革命的前提下，一贯

强调并且身体力行的“为读者服务”，把编辑职业道德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我们今天讲

编辑职业道德应当认真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还有必要选择和吸收一些外来的优秀的道德观念。我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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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坚持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经常进行。在这当中，我们要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

的渗透，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优秀文明的成果。这包括吸收外国道德观念中的一些好的东

西。比如，求奇创新，勇于竞争，注重务实，讲究效益，等等。我们接触过不少外国的出

版同行，特别是一些成功的出版企业，在他们的从业人员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

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强大思想力量，使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吸收外来

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何况中华民族历来有吸收和消化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这个传统在

社会主义时代更应当发扬光大。 

四、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编辑 

职业道德的核心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是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同样也是编

辑职业道德的要求。问题在于要结合编辑职业的实际，反映编辑职业的特征，把职业道德

的共同要求具体化。能不能根据职业道德的共同要求，有针对性地把编辑职业道德的要求

也列出若干条呢？我先就编辑活动中经常遇到的若干问题，按公民道德建设特别是职业道

德建设的要求来加以解释。我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说明我的一些想法。 

    1．如何对待编辑职业？爱岗敬业，就是热爱编辑职业，并且认真对待编辑职业。只

有热爱编辑职业，才能钻研编辑业务，提高编辑能力，从而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爱岗敬业是编辑职业道德的第一要求。一个人如果不热爱编辑职业，不安心编辑工作，还

谈得上什么编辑职业道德？编辑职业值不值得热爱呢？值得。“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

的中心环节，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

劳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编辑是身在第一线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建设者，而且“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编辑工作又是服务性的工作，要求

当编辑的人甘于“为人作嫁”，甘于默默奉献。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各行各业都奉

献社会，全社会就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道德风尚。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编辑肩负着重要的社

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从而使编辑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自尊、自信和自豪。这是编辑职业道

德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 

    2．如何对待图书质量？保证图书质量，既是编辑的工作责任，也是编辑职业道德的

要求。不管哪个行业，劳动者都十分重视自己劳动成果的质量。产品的高质量是劳动者的

刻意追求，又是劳动者的职业荣誉。编辑也不例外。从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到审核稿件、

编辑加工，编辑工作的每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图书质量的追求是精益求精，是精品，是

传世之作。自觉地保证图书质量，并且不懈地追求图书的高质量，是编辑职业道德的体

现。编辑职业道德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只有高质量的图书才能增强在市场竞争

中的核心竞争力。也只有高质量的图书才能显示编辑职业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才能实

现每个编辑都希望实现的人生价值。编辑对图书质量的马虎草率甚至粗制滥造，是违反编

辑职业道德的。如果在自己手里出了质量低下的图书，一个有职业道德修养的编辑在发现

之后会为此感到羞愧。 

    3．如何对待国家利益？在书籍的策划、组织、选择和加工中，自觉地维护国家利

益，是编辑职业道德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编辑在工作中应当自觉地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这

个总目标服务，通过传播思想理论、学术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为实现这个总目标

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编辑职业道德的体现。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准则是国家的

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在书稿的处理上自觉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

定以维护国家利益，也是编辑职业道德的要求。编辑在工作中忽视国家利益甚至损害国家

利益，例如在图书中刊载国家禁止刊载的内容，是违反编辑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定的。这不

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ID: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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