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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如何推动新型采编协作机制的建立 

崔金贵 

（江苏大学杂志社 江苏镇江 212013） 
新型采编协作机制是指在新媒体环境下，采编主体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系列采编活动及

其相互协作形成的工作机制。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多样化使得传统的采编工作流程出现了较大

程度的变化，采编协作方式也完全不同。在新媒体的支撑下，采编工作变得更为高效和便捷，

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新媒体特征[1]。它包括：组稿策划协作机制、投稿约稿协作机制、审稿

评议协作机制、编辑工作协作机制。 

1 组稿策划协作机制 

无论是传统期刊还是新媒体时代的期刊，创新始终是期刊生存的根基，选题策划创新是

期刊生命力的源泉。在内容选题上，网络已成为期刊采编获取选题的重要渠道。由于网络信

息传播的及时性及舆论聚集作用，新闻事件往往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首先引发关注，并逐渐

演变成热点话题。因此，期刊在选题的过程中，必须要了解大众关注点，然后明确定位，提

高内容品质[2]。可借鉴网络信息的传播方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如利用“微博式”等新颖的

形式呈现“立体”的信息给作者，以独特的编排形式吸引读者。充分利用新媒体互动性，克

服传统期刊读者对于信息的选择被动且单一的缺点，吸引作者、读者参与和互动。在新媒体

环境下，信息以图像、声音等形式传播，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猎奇心理，读者在整个传播过程

中将以前被动地接受信息转变为有选择地、主动地使用媒体信息，表现出强烈的参与心理需

求。因此，新媒体技术环境下作者不仅会为期刊供稿、荐稿，而且会通过网络论坛、微博互

动参与期刊的选题策划、评刊等，为期刊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2 征稿约稿协作机制 

诸多的新媒体形式中，利用网站、微博、短信、微信、虚拟社区的优势进行约稿，是对

传统约稿方式的颠覆，编辑和作者之间互动和协作使征稿约稿行为更符合潮流的发展，富有

时代特色，编辑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和协作使征稿约稿更贴近读者的关注点[3]。①网站约稿指

采用网站进行征稿约稿的方式。采编主体的协作主要取决于作者对期刊的征稿约稿兴趣，需

要克服无的放矢。一旦作者有响应，编辑需要及时回应，建立时效性协作机制；②微博约稿。

微博是信息共享和转载的平台，具备即时性和多向性特点，编辑可以通过微博平台随时随地

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反馈到平台，及时更新约稿信息，大大提高了采编协作的效率以及时效

性；③移动终端约稿。采用手机短信、微信的约稿形式来发布约稿信息。如使用图片作为配

合主题的元素，或者利用音频、视频作为题材来启发作者，这种多元化的采编协作征稿约稿

形式是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④虚拟社区约稿。构成虚拟社区的人群拥有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参与社区讨论的时候容易产生共鸣。编辑作者交流顺利、约请之情深厚、学术沟通顺畅是

新媒体下约稿能否成功的关键。 

3 审稿评议协作机制 

微博是一个开放的、多通道的沟通媒介，每一个审稿人都可以以互为“粉丝”的形式与

其他用户群体信息进行链接。通过身份对接，网络组织中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微博上发布信息，

其他成员都可以在桌面终端或移动终端第一时间接收到，并给予回应。现以微博为例，论述

形成新型的审稿采编协作机制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①应用微博的超链接功能构建审稿专家

库。通过微博的转发功能，信息可传输到各个终端，专家选择对口的稿件进行审稿。同时，

也可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帮助编辑部寻找合适的审稿专家，这将大大提高编辑部寻找新学

科和小学科审稿人的效率；②应用微博的“意见领袖”功能补充专业审稿人。微博的意见领

袖功能是其重要特点之一，期刊要准确寻找“专业型”意见领袖，集中力量打造特定学科领

域的意见主导者。利用他们在专业特定领域内的权威影响受众群体，通过与意见领袖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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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专家的兴趣；③应用微博的群体功能加快编辑与审稿者的即时互动。传统审稿专家

拖审现象严重，而微博采用轻松愉快的方式提醒专家及时审稿，或者与专家进行良好的沟通，

对于提高审稿效率有很大的帮助。编辑部可以通过设计创意微博图片的方式沟通，不但不会

因为催审而使编审关系紧张，反而会增进双方的关系，为审稿奠定良好的基础；④应用官方

微博发布功能，增加工作透明度。及时公布编辑部工作状态，让受众感受到编辑部工作的透

明性，以此提高彼此信任度。 

4 编辑工作协作机制 

新媒体技术在策划、约稿、组稿、投稿、审稿中有许多优势，而在编辑工作中亦可体现

采编主体的协作优势。①构建新型编者、审者、作者之间的沟通模式。传统模式下三者之间

的沟通主要依赖电话、信件和邮件，而新媒体移动互联的突出优势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突破

了时空的限制，为编者、审者和作者构建了理想的现代化沟通渠道，方便了采编主体之间的

交流；②编辑与作者之间融入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编辑道德责任感的具体体现，是编辑在

创建和谐社会中的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人文关怀能突破技术的冰冷，促

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更好地创造高质量的作品服务；③促进编辑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

能力是编辑在充满竞争的新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素质之一[4]。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

时代迫切需要更多更新更美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编辑与时俱进，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提

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增强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努力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编辑人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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