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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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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何对待读者？忠实地为读者服务，直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是编辑职

业道德的要求。编辑为读者服务首先要保证图书的高质量。图书的内容要适合读者的正当

需要。图书的体例要方便读者的阅读。图书的外观要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图书的说明文字

要把有关事项向读者交代清楚。总之，在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中始终要心中有读者，经常为

读者仔细着想。发挥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仅仅靠外在的监督管理是不够的，还要靠编辑

职业道德的自觉。与此相反，图书错误百出贻误读者，传播文化垃圾毒害读者，搞低级趣

味迎合少数读者，做虚假广告欺骗广大读者，等等，不仅违反了有关管理规定，也违反了

编辑职业道德的要求。 

    5．如何对待作者？编辑要热诚地为作者服务，以更好地发挥作者的积极性，向读者

提供高质量的图书。为了这个目标，从选题、提纲到撰写、修改，从体例、规范到资料、

辅文，编辑对作者要相见以诚，充分尊重作者，同时尽力帮助作者。要按照“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作者在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上的积极探索。对作者为完成书稿而

提出的需要，要尽力予以满足，提供服务。编辑处理与作者的分歧，要采取平等协商、合

情合理的态度。对作者的著作权要严格依照法律予以保护。编辑对作者的体贴入微的服

务，是难以一一具体规定的，要靠编辑职业道德的自觉性。与此相反，不为或者不尽力为

作者服务，对作者居高临下、强加于人，对作者的合法权利漫不经心，如此等等，是违反

编辑职业道德的。至于剽窃作者书稿的内容，或者强行在作者的作品上署名，或者要挟作

者以谋求不正当的私利，则不仅严重违反编辑职业道德，更是违法违纪。 

    6．如何对待出版单位？编辑应当积极维护所在出版单位的合法权益。这是作为单位

成员应尽的义务，也是编辑职业道德中集体主义原则的要求。维护本单位的合法权益和搞

本位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是编辑职业道德认同的原则。比如，在本单位的改革和发展中持积极态度，开拓创新，努

力进取；在编辑工作中自觉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多出精品、开创名牌、降低成本、提高效

益；跟出版、发行等兄弟部门友好合作，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等等，都是

符合编辑职业道德的行为。与此相反，“人在曹营心在汉”，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单位

的利益，在本单位工作时“出工不出力”，却拼命为外单位编书、看稿子赚外快；拿到了

好的稿子据为己有，不给本单位却给别单位以谋私利；在工作中与兄弟部门扯皮内耗，等

等。制止这类行为仅仅靠管理规定还不够，还需要从编辑职业道德上加以约束。出版单位

应当重视编辑职业道德的建设。改革体制，转换机制，要注意协调工作效率和社会公平两

个方面，还要注意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 

    7．如何对待出版同行？不应再重复“同行是冤家”的老话。在社会主义社会，同行

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协作的伙伴。同行之间开展竞争，优胜劣汰，有助于单位素质的提

高，也有助于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这种竞争必须是公平竞争。法律保护公平竞争，制止

不公平竞争。编辑职业道德也提倡公平竞争，不允许搞不公平竞争。不允许编辑在拉作

者、抢稿子、搞宣传这类事情上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以邻为壑，伤害同行。这样做是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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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职业道德的。同时，在涉及全行业的利益的时候，彼此竞争的单位应当联合起来，协

同动作。这叫顾全大局。比如，在图书的对外著作权贸易中，出版单位之间卖出时不应竞

相压价，买进时不应竞相抬价。这是行业自律，也是编辑职业道德自律。如果为了本单位

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全行业的利益，显然有悖于编辑职业道德。在与发行单位、印刷单位打

交道时，也要善待别人。市场竞争，双向选择，合同约定，诚实守信，这符合编辑职业道

德的要求。言而无信，损人利己，这违背编辑职业道德的要求。 

    8．如何对待外国同行？除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要求以外，就出版业务往来

而言，对待外国同行应当和对待国内同行一样，一视同仁。编辑活动中涉外的事情越来越

多。不卑不亢，是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风格，也是在编辑出版领域正确处理涉外问

题的职业道德要求。处理涉外问题要严谨细致。合同必须是合法的，不能有违反国家规定

的内容。合同一经签定，就要严格履行，对人对己都是如此。法律保护合同，我们必须依

法办事。道德讲究信用，我们必须诚实守信。如果我们对外不讲信用，违反合同，无端损

害外方利益，那既是违法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有损我国的对外形象。如果外方不讲信

用，违反合同，无端损害了我方利益，我们要依法追究，据理力争。对外软弱退让，不仅

牺牲了单位利益和国家利益，同样也有损我国的对外形象。在对外交往中，坚持民族气

节，维护国家利益，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世代相传的不可动摇的道德要

求。 

    9．如何对待编辑的权力？在处理书稿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上，编辑是有权力的。我

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说到底是人民给的。我们做编辑的，只有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

的义务，只有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读者、作者服务的义务；绝对不允许以权谋私，法律不允

许，编辑职业道德也不允许。对书稿的取舍、对作者的选择，都必须出以公心，坚持客观

公正的标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多出高质量的图书。与此相反，以为自己掌握了对书稿和

作者的“生杀予夺”之权，滥用权力，牺牲原则采用人情稿、关系稿，甚至在稿件的采用

上搞“权钱交易”；出卖书号，也就是出卖国家批准的出书的权力，内外勾结，从中渔

利，等等。这类以权谋私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编辑职业道德，甚至到了违法违纪的地步，理

应受到追究。

    10．如何对待编辑的利益？这是编辑职业道德中关系全局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

能否正确处理，影响其他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否定过去那种抹煞个

人利益的极左的说法和作法，也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中国自古就有“义利之辨”。

长期以来，这是讨论道德规范问题时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在我们的时代如何摆正义和利

的关系？《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作了明确的回答：主张“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

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在这里，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是

“义”，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是“利”；“义”占“首位”，“利”要“合法”。

这就是说，我们是肯定个人利益的（包括编辑个人利益），只是要摆正位置，遵守法律规

定，遵循道德规范。这是所有的人包括做编辑的人都应当自觉遵守的起码要求。不妨举个

跟出版业关系密切的例子。比如，我们否定了过去批判“知识私有”的极左的东西，主张

依法保护著作权。著作权法规定，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与名有关）和经济权利（与利有

关）。因此，作者依法维护自己的名和利是正确的，也是合乎道德的。著作权法同时规

定，不能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去侵犯别人的名和利。因此，侵犯别人的名和利是违法的，也

是违反道德的。总之，编辑职业道德要求我们，在涉及编辑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无论是涉

及名还是涉及利，都要自觉地坚持社会主 

义义利观，并且把维护个人合法利益与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我列举了十个“如何对待”，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穷尽编辑活动中涉及编辑职业道德

的一切问题。可是我想主要的问题大概都提到了。能不能依据上述解释，把社会主义编辑

职业道德的要求概括为这样几句话： (ID: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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