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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招聘科技期刊编辑？ 

陈彩英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 

1 招聘科技期刊编辑人才的意义    

编辑人才是编辑部(期刊社) 的核心力量，是其发展动力的源泉，也是期刊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
[1]
。而一流学术成果的创造有赖于一流水平的学者，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创办则需

要高素质的办刊队伍
[2]
 。高素质的办刊队伍的主要组成应是一支业务能力强、创新水平高、

政治素质过硬、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编辑队伍
[3]
。新媒体时代的科技期刊应适应科学技术发展

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宣传科技、学术发展的前沿和学术成果，为创新和重构科学的学术体系

搭建平台，这对如何吸纳人才充实编辑队伍提出了重大课题和全新考验。 

2 科技期刊编辑岗位特点分析 

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就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把作者的科技成

果尽可能科学、准确、完美地通过科技期刊展现出来，其岗位具有以下主要特性要求：1）

无私奉献精神。编辑工作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若没有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就不

会耐心、细心、用心地修改好文章的每一个字、词、句，不能编出好文章。2）学科专业背

景。科技期刊编辑活动是一个对科技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科技期刊编辑应有一

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较强的鉴别能力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3）文字功底扎实。编辑作

为一项语言文字工作，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字表达力是对编辑的基础性要求。4）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在信息时代，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如今的编辑工作更多地要求能熟练应用计算机、

网络工具进行网络化、数字化编辑、办刊。5）社会活动能力。现今的编辑工作已不是单纯

的面向稿件的文字性工作，还要负责稿件的选题、组稿、专家送审，以及期刊的印制出版、

发行、广告拓展、宣传等，要与读者、作者、审稿专家进行良好的协调、沟通、交流。 

3 科技期刊编辑岗位工作职责 

科技期刊编辑岗位根据其主要工作职责大体可分为主编（总编）、中文编辑（编辑）、

英文（外文）编辑、美术编辑、网络编辑 5大类，其主要的工作职责分别为：（1）主编（总

编）：编辑团队的领导，期刊的核心、灵魂人物，负责把握期刊发展大局、制订期刊总体发

展规划，审阅稿件及学术把关，对期刊学术质量负责。（2）中文编辑（编辑）：常称编辑，

主要负责期刊栏目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稿件。（3）英文（外文）编

辑：负责期刊的英文（外文）翻译、审核、编辑、校对。（4）美术编辑：对期刊的美化工

作负责，负责设计期刊四封、广告、插图、版式等。（5）网络编辑：以网络为工作载体，

负责期刊的网络发布、宣传、广告策划等。 

4  科技期刊编辑招聘程序与招聘要点 

科技期刊编辑招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部分，其招聘工作应遵循人才招聘的基本工作流

程和要求。在招聘工作中，其工作重点和难点在于分析、了解科技期刊岗位特性及具体岗位

要求并设置合理的招聘条件，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考察，公平、公正、公开地筛选出合适

的科技期刊编辑。科技期刊编辑招聘中的几个重点程序和工作要点如下： 

4.1  组建招聘（考官、评委）工作组 

可由人事部门、用人单位（期刊编辑部）人员组成，应包括一定比例的编辑部人员、资

深编辑专家，负责招聘的全程测试、考核、评审、录用工作。 

4.2 设置合理的编辑岗位招聘条件 

4.2.1 总体条件：有志于编辑专业工作，有为人作嫁衣裳的无私奉献精神，工作责任心强，

恪守编辑职业道德；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和品德素质

良好；具备一定学历、学位、学科研究专业背景；中文文字功底扎实，有良好的文字写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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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能力；掌握一门外语；熟悉编辑岗位所需要的计算机办公应用软件；熟悉网络工具及多

媒体知识，熟练收、发电子邮件，使用搜索引擎，掌握专业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和技巧；能应

用计算机进行图片、文字处理等；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及对外协调、沟通、交流能力。 

4.2.2 分类条件。（1）主编（总编）：具有期刊领军人物、总设计师的素质，有综合管理能

力，有较强的政治意识、思想意识、文化意识和竞争意识，能够把握期刊发展大局、制订期

刊总体发展规划，能够审阅稿件及学术把关，熟悉出版工作，能够对期刊学术质量整体把关。

有较高学历和丰富的学术经验，具备一定期刊管理或行政管理经验。（2）中文编辑（编辑）：

有较强的中文语言文字水平，能够对稿件进行文字编辑加工；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对某专

业熟悉，能够对稿件进行基本的专业学术审稿及栏目的选题、策划；熟悉科研论文撰写要求，

能够对稿件进行内容编辑修改；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能够应用搜索引擎进行稿件查新、

检索，应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图片、表格的编辑加工及稿件网络管理。协调沟通能力强，能

与审稿专家、作者、读者沟通交流。（3）英文（外文）编辑：英文（外文）文字功底扎实，

熟悉科技期刊专业内容，能够独立完成科技期刊论文的英文（外文）编译。（4）美术编辑：

美术专业背景，美术功底扎实，思维敏捷，具有艺术眼光和创新设计能力，能独立完成期刊

的美化工作。（5）网络编辑：计算机专业背景，掌握图片、视频、音频、Flash等制作手法，

具备网页制作、多媒体制作、网络操作能力，具一定的市场营销、创意策划能力。 

4.3 发布招聘信息 

招聘途径：内部推荐、现场招聘会、广告招聘、网络招聘、猎头公司等。 

招聘信息内容包括：招聘单位信息（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岗位名称（主

编、中文编辑、外文编辑、美术编辑或网络编辑）、招聘人数、岗位描述（工作内容、性质

是兼职还是全职）、岗位条件（参照“4.2”项的编辑岗位招聘条件设置工作年限、专业、

学历、工作经验等条件要求）、报名时间、报名方式。 

招聘信息发布途径：海报公告；招聘单位的网页；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广告；

信息类网站；本地论坛；行业网站；人才网站；社交网络等。可选择多途径发布。 

4.4  编辑岗位适应力的测试与考评 

    通过合理的测试、考评，才能招聘到编辑岗位最适合的人选。测试方式有多种，如纸笔

测试、人机对话、心理测试、面试、行为模拟与观察、调查法、评价中心等
[4]
，在编辑招聘

中较多采用的是纸笔测试和面试。 

笔试：应用传统的纸笔答题方式（包括应用计算机操作）完成试题要求，重点考察基本

知识、专业知识、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专业、知识技能的岗位适

应能力，如（1）要求应聘者将系列文字、图片通过计算机操作按既定要求完成图、文处理，

考察其计算机操作能力、版面设计能力、美学（图片、文字处理）能力；（2）要求应聘者

对存在科研设计错误、逻辑性错误、专业性错误、遣词造句错误等问题的内容指出错误所在

并提出修改意见，考察其基本文字加工、处理能力，科研论文写作能力、专业文字加工和编

辑能力；（3）让应聘者完成有一定专业内容的中文与外语的互译，考察其外语水平等。  

面试：通过面对面的双向交流，重点考察工作态度、品德修养、组织管理能力及口头

表达能力等编辑岗位的个性适应性：（1）要求应聘者描述自己的学习态度以及学术成就。主

要针对专业兴趣和专业能力、学习的基本素质，学习内容的结构特点等。重点判断应聘者的

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以及与岗位的适应程度。（2）考察应聘者对工作的期望与目标以及工作

条件的要求，从中获取应聘者的工作方式、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等信息，了解应聘者的优势

与不足。（3）考察应聘者应征原因、工作意愿以及对编辑工作的看法，从应聘者谈吐内容和

行为举止中考察其应对能力（有否解决难题的思路）及对事情决断能力的技巧（解决问题的

方法）。（4）考察性格是否沉稳、有耐性，对期刊是否有热情，个性是否适合编辑的文字性

工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76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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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评：由编辑岗位招聘工作组按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综合考评。 

4.5 签署合同  

确定拟聘人选后，人事或人力资源部门还应就岗位工作要求、录用后待遇、职业发展

等事宜与拟录用人员进行双向交流、沟通，达成录用共识并签订聘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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