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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质量工作贯穿出版全流程，是图书出版工作中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不得不谈的话题。做好图书的质量工作既是

打造过硬的图书产品、传播先进知识文化的基础，也是每一个从事出版工作的编辑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应具备的基本业务素质，

更是每个出版机构安身立命、塑造好的品牌地位和品牌影响力的重要保证。论文立足图书出版质量工作新形势，分析了图书

质量工作面临的挑战，并从筑牢制度防线、建设学习型组织、转变发展理念三个层面给出了相应对策。

Abstract: Quality work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publishing, is a commonplace topic in the book publishing work, but 
also have to talk about the topic. Do a good job of book quality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creating excellent book products, spreading 

advanced knowledge and culture, but also every publishing editor should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basic professional qual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each publishing institution to survive, shape a good brand status and brand influence. Based o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book publishing quality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book quality work,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ree aspects: building a firm system defense line, building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and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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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出版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版已由传统

出版逐步转向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同时

国家对出版行业承担的责任使命以及发展也提出了要求、指

明了方向。面对这些新形势、新变化，图书出版的质量工作

也面临诸多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图书出版质量工作是

摆在所有出版机构以及出版编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 图书出版质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2.1 图书质量工作监管力度不断加深、加大

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从 2012 年开展 “出版物质量规

范年”质量检测开始，围绕图书出版物连续开展了各项出版

物质量监督检测和专项检查工作，各地也都制定有各类出版

物质量检查的规定和方案 [1]。可以说，对于图书质量的相关

监管一直都在持续深入地开展着。2018 年，中共中央宣传

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明

确提出：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影响恶劣的，“内

容质量”项得分为 0，社会效益考核为不合格。近几年，国

家教材委、中央巡视组、国家审计部门等也从不同工作方向

对图书出版机构、图书质量工作加大了检查和监督力度。不

难看出，党和国家对于图书出版质量工作的监管力度正在不

断加深、加大。

2.2 融合出版成为图书出版工作的新趋势
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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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科技及网络技术正在深刻影

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加速各行业和产业的转型以及变革，

出版业亦不例外。相关技术与传统出版的融合，可以加速传

统出版在出版流程、出版内容、营销模式、技术手段、产品

形态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 [2]。中共中央宣传部在 2022 年 4

月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对于出版行业如何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做出了非常全面、

系统的安排 [3]。当前，各家出版机构也在积极地做各类融合

出版的实践。可以看出，融合出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出版

发展新趋势。

2.3 高质量发展成为图书出版工作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

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中国出版产业

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

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

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出版事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担着传递知识、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

启迪大众、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可以说，图书出版

的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3 新形势下图书出版质量工作面临的挑战
3.1 质量监管对于图书质量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近些年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开展的“质量管理”专

项工作检查的重点可以看到，相应的检查不仅落脚在图书出

版物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上，还落脚到以三级审稿责任制

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等

为主的质量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上。2021 年的“质量管理

2021”专项工作关于处罚措施的说明首次提到：对出版图

书差错率在 0.9  至 1  之间的出版单位，由省级出版

管理部门、主管部门或国家新闻出版署进行约谈提醒。2022

年的“质量管理 2022”专项工作还提及了对出版阅评制度

的检查 [5]。这些质量监管的要求和变化都对出版单位的质量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单位不仅要高度重视出版物的

内容质量、编校质量等，还要十分注重质量管理制度的健全

和完善。

3.2 融合出版实践给图书出版质量工作带来新的课题
融合出版新趋势下，各出版机构都在积极地做各种实践

和尝试，如在传统图书产品中增加二维码、网络链接等积极

地拓宽出版的边界，向电子书、音视频课程等数字化图书产

品延伸等。这固然是好的尝试，也是出版转型发展必须要做

的实践和探索。但是，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有的出版机构

片面追求新形式，在图书产品中增加了很多二维码以及网络

链接等数字增值产品，却对相关内容疏于检查和管理，导致

一些低级质量事故的出现；有的出版机构为了降低成本，提

高数字化图书产品的上线速度，对于一些文字性差错、标点

符号差错等容忍度较高，导致这些产品质量堪忧。出现这些

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利益驱动使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出版

机构对这些数字产品质量工作管理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到位 [6]。

所以，这也给当前图书出版的质量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提出

了新挑战。

3.3 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要求出版机构转变发展模式
一段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发展模式都是数量型、粗放

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出版规模。一是不断“扩品种”，

出版的图书品种逐年增加；二是追求短期效益，将重心放到

“快销品”上，盲目追逐热点，出版了很多内容品质不够好、

选题内容同质化严重的图书产品；三是“揠苗助长”，让一

些基础不牢、没有相应资质的新编辑也参与到图书产品的策

划和审稿工作中。这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短时间内看似增大

了规模，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实际上，不断扩充规模，

势必会压缩各个环节的生产时间，导致质量管理制度的弱化

执行；一味追逐热点，也会因为工作重点的转变，带来一些

新问题；忽视编辑的成长规律，不仅不利于编辑的成长成才，

同时也会埋下很多质量隐患。随着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不

断深入以及国家对图书书号进行总量管控、对线上书号申领

系统进行升级、对质量检查力度不断加大等举措的落实，这

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行也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倒逼出版机构

要自我革命，摒弃原有的粗放式、规模型的发展模式，切实

转向高质量发展。

4 做好图书出版质量工作的相应对策
4.1 筑牢制度防线，为图书质量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落实图书出版管理制度。《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第

二十四条明确提出，图书出版单位实行选题论证制度、图书

稿件三审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图书重

版前审读制度、稿件及图书资料归档制度等管理制度，保

障图书出版质量。实际上，选题论证制度、三审责任制度、

责任编辑制度等出版相关制度，与我们出版工作各个流程都

是相对应的，对于保证出版各个环节的质量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要将这些制度切切实实、不打折扣地落实在图书出

版工作中，用制度来构筑质量屏障，为图书质量保驾护航。

二是建立规范的数字化图书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由于数

字化图书产品是近些年出现的新的图书产品，往往因为其呈

现的形式、形态较为新颖、多样，也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因

素，所以很多出版机构并没有及时地制订相应的质量监管制

度或者忽视相关产品的质量管理，导致各类质量问题频发。

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化图书产品的质量管理，结合数字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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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产品的呈现形式和特点以及出现的质量问题类型，及时制

订规范、适用的质量管理制度。

三是完善图书产品的阅评制度。针对图书产品的阅评一

般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图书出版前的阅评，另一个是图书出

版后的阅评。出版前的阅评主要是指在图书来稿阶段就邀请

有经验的编辑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针对图书内容提出完

善和优化意见，从而在出版流程前端提升图书产品的内容

质量和品质。出版后的阅评是指图书出版后邀请一些专家学

者、读者大众等针对图书的内容和质量提出评价和建议，以

期在今后更好地完善和提升图书产品。不断完善图书产品的

阅评体系，使其融入图书出版质量制度体系中，不仅有助于

提升图书的品质和质量，而且也可以助力图书出版由量到质

的转变。

4.2 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能力过硬的编辑人才队伍
人才是一切工作的核心，做好图书出版的质量工作离不

开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过硬的编辑人才队伍。在具体的工作

中，要通过建设学习型组织来培养编辑人才。一是重视新编

辑的培养，结合编辑成长规律，可以通过“一对一导师制”“传

帮带”等方式培养新编辑，不断提升他们的业务本领和素质。

二是加强编辑的培训和业务交流，编辑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

的职业，出版机构要通过开展质量工作经验交流会、培训会

等活动，不断增强编辑对质量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升

编辑处理实际图书质量问题的能力和本领。三是做好图书质

量规范文档、工具和手册等学习、参考材料的编撰，让编辑

在实际工作中有据可查、有据可依、有据可用。

4.3 转变发展理念，走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发展理念，走向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两个层面。

对于图书编辑来说，一是要树立质量意识，守底线、知

敬畏，把质量工作的要求具体落实到图书出版工作的每一个

环节，切实把好图书质量关，打造质量过硬的图书产品。二

是要树立精品意识，图书编辑要志存高远，取法乎上，抱着

所出版产品在市场中流通得久、在读者手中停留得久、在公

众口中称赞得久的目标去塑造精品，多出好书。

对于出版机构而言，一是要把对质量工作的认识提升到

更高的高度。要充分认识到质量是图书出版工作的生命线，

图书质量工作关乎图书本身承载传承文明、教化大众的责任

使命，也关乎出版单位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要转变发展模

式，彻底摒弃以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规模的发展模式，主

动转向高质量发展，积极做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者、

推动者和引领者，用高质量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带动图书出版

工作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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