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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主题、专题约稿 

徐玉梅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编辑部) 

1  主题、专题的概念及约稿的含义 

1）主题是期刊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主要的核心内容；是期刊一个时期比较大的话题，

涉及的范围也相对宽泛。 

2）专题则是期刊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专门研究或讨论的题目，内容很具体。专题是特

定的主题。 

3）主题、专题约稿就是期刊社（编辑部）把主题、专题的中心思想告诉特定的作者,

限定时间,限定内容,限定体例和字数
[1]
,让受邀对象按照要求向期刊社（编辑部）提供稿件

的过程和行为。约稿是实现编辑主题、专题策划具体化的第一步。 

2  约稿的对象 

1）面向编委约稿。编委大都在主题、专题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他们信息灵通,

结识广泛,编委撰写的稿件通常质量较高。 

2）面向从事主题、专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约稿。在主题、专题的专业作者队伍上下工夫,

不仅要重点联络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还要重视加强与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学者的联络,形成

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从事主题、专题研究的作者群。 

3）面向已掌握的作者群约稿。将期刊社（编辑部）策划的主题、专题告知经常与编辑

部联系的作者群，让作者按要求撰写稿件。 

4）深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工矿企业,向从事生产科研第一线的单位领导和科研人员

约稿。 

5）组织主题、专题座谈会约稿。针对当前国际、国内比较热门的课题,组织专题讨论,

根据会上提出的学术内容和实际情况约稿,并把撰稿任务分配给与会人员。 

6）参加学术会议，向参会代表约稿。在国际、国内各类学术会议上,专家云集,学术论

文众多,可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在论文宣读后有选择地主动约稿。这样做往往一次就能组

织到多个主题、专题的稿件,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
。 

7）通过颁发主题、专题征稿启事面向社会约稿。 

3  约稿的要求 

1）向被约稿者讲清楚编辑部的意图。为了避免约来的稿件跑题，约稿之前编辑要做好

充分准备，约稿时向被约稿者讲清楚写稿的内容、字数、格式要求及交稿时间。一定要使被

约稿者明白你的想法，避免约来的稿件不能使用。 

2）约稿要讲究艺术性。约稿是直接给别人布置写稿任务。编辑约稿如果不掌握说话的

艺术及方法将难以达到目的。约稿是编辑寻求别人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要注意摆正自

己的身份和地位,说话必须十分客气和谦虚，最好采用聊天的方式、商量的口吻进行约稿，

绝对不可以用命令的方式和口气说话。
[1]
。 

4  约稿的方式 

1）通过编委约稿。编委对同行比较熟悉，对主题、专题学科发展和研究现状比较了解，

通过编委约稿，往往效果更好；但要有扎实的措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
约稿才能成功。 

2）直接拜访约稿。优点是有充足的准备时间，由于是面对面交流，沟通十分便利，约

稿成功率高。其缺点是经费和时间耗费较大。所以，为取得良好的约稿效果，事前一定做好

准备，并且要提前预约。 

3）碰面约稿。对于经常能够碰面又比较熟悉的作者可随时随地约稿。这种方式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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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灵活、自然，由于是直接对话约稿容易成功。 

4）电话约稿。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约稿方式，具有双向互动、快捷的特点。打电话不

能占用太多时间，要求编辑讲究方式、方法,事先要对约稿对象十分了解，做好功课，在较

短的时间内使每一个细节都能做到尽善尽美,使语言的表达能做到赏心悦目，提高约稿的成

功率。 

5）手机短信约稿、Email约稿、QQ约稿。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快捷，弊端是容易被删掉，

或者专家看过之后不了了之。如采取此方式，不要采用群发的方式，那样会让收件人感到不

被尊重，甚至引起反感。 

6）会议约稿。参加学术会议，直接向与会专家约稿，成功率较高
[3]
。 

5  约稿的注意事项 

1）约稿要谨慎。主题、专题约稿的目的一般是策划出版专栏或专辑。对于专栏或专辑

的用稿数量、质量要求，编辑要心中有数。如果不慎重,盲目地约稿，可能造成约稿过多或

不适用,给后续的编辑出版工作带来被动。 

2）要求要明确。不论采取什么方式约稿,一定要讲明约稿主题、专题中心思想。有些情

况下,约稿者还可以和作者共同探讨稿件的写法，包括题目的制作等。 

3）约稿要把握时机。约稿方式有多种，也比较灵活，但要注意把握好约稿时机。约稿

过程中要根据对方的情况随机应变，不要打扰对方的工作与生活，避免引起对方的反感，造

成约稿失败。 

4）约稿后要经常沟通。编辑要经常与作者保持联系，了解作者的写作进展，同时向作

者提供自己掌握的主题、专题相关信息，供作者行文时参考。 

5）退稿要慎重。由于某种客观原因,约来的稿子没有采用。这时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和

作者沟通,讲明原因,别人对你工作的支持要表示感谢,同时对稿件没有刊登表示歉意。往往

最糟糕的做法是不吱声,把稿子悄悄压下,或是销毁掉。这样做,既是对别人劳动的不尊重,

也不利于今后自己的工作。如果是稿件质量的原因,作者接到你的退稿及说明信,会从内心深

处感到歉疚的,在下一次约稿中一定会设法支持你的工作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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