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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工作是科技期刊内容建设的源头，直接决

定期刊的质量、风格与特色，是期刊编辑的核心工

作。每个编辑选题的方法不尽相同，但在选题策略

上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可循。如何把握规律，优化

选题策略，促进选题策划工作再上新台阶，成为大

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将多

年工作中采用的选题策略予以梳理，并不揣冒昧提

供出来，与同道切磋，以期抛砖引玉。

一、整体规划与编辑个性发挥相结合

优秀的科技期刊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定位，编

辑部需要依据办刊宗旨和读者对象，根据学科的进

展，确定期刊选题的范围和重点领域，制订年度选

题规划。制订选题规划，既可以坚持明确的办刊方

向，保证编辑选题具有较强的读者针对性，又能够

适当控制报道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不至于遗漏重

大科研成果，是保证期刊内容整体冲击力的有效措

施。《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各个学科领域都有比较细致的树状分类，期刊制订

选题规划时，可以酌情参考。此外，《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尽管较为全面，但不包括某些新兴学科和

特殊学科，编辑部还需要参考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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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进行策略上的优化：一是整体规划与编辑个性化发挥相结合，二是广泛搜集信息与深入评估论证相结合，三是刊后

适时反馈与选题策略微调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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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编辑部主任和编辑策划的个性化选题是

很多优秀科技期刊的特色和魅力所在。这些个性化

选题基于编辑对学科发展前景或读者信息需求的深

刻领悟和体会，往往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增强期刊

的生机和活力。

期刊选题规划的制订应在规划范围内充分调动

编辑选题策划的积极性，鼓励并支持编辑在选题策划

方面的个性化发挥。编辑个性化选题的新颖性更多体

现在报道角度的独特和符合学科发展方向等方面。因

此，将整体规划制订与编辑个性化选题策划密切结

合，可以使选题进一步优化，做到新而不偏，全而不

漏，充分体现刊物特色，进而提升刊物的质量。

二、广泛收集信息与深入评估论证相结合

编辑在工作中常常面临选题思路匮乏，甚至出

现选题硬伤，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必

要的信息收集和选题论证。

1. 广泛收集信息

选题的思路来自于广泛的信息收集，对以下几

个方面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可以发现大量选题线索。

（1）读者需求信息

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是选题策划的依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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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编辑部需要定期发放读者问卷或组织系列座谈活

动，全面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另外，编辑在日常

工作中也要认真对待每个读者电话或每封读者来

信，随时随地了解、收集读者的阅读需求信息。多

个读者的共性需求，往往孕育着期刊的选题胚胎。

（2）行业政策信息

国家制订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决定着行业的发展

走向，仔细分析、学习，既可以从中发现具有前瞻

性的选题线索，又能够认清行业的发展方向。通过

学习文件、浏览政府网站公告等方式可以直接获得

各方面的政策信息。

（3）行业报刊信息

行业报刊的信息具有专业性、层次性和系统性

的特点，对选题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借鉴和参考

意义。国际、国内行业期刊种类繁多，文献浩如烟

海，其中国际权威行业期刊的信息最为重要，刊登

的论文反映本学科的前沿和发展方向，通过浏览这

些期刊的内容，往往可以发现选题线索。为此，编

辑在日常工作中应注意通过咨询行业专家、查询相

关数据库等，发现和了解相关专业的国际权威行业

期刊信息，养成定期浏览阅读权威期刊的好习惯。

（4）学术会议信息

国际、国内的行业学术会议的有关信息可以

让期刊编辑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当前学科前沿进

展，判断学科发展方向，为选题工作提供思路和指

导。直接参会是了解学术会议信息的快捷方式，另

外，也可以通过咨询参会人员，关注会刊，会网等

方式，间接了解会议的学术信息。

（5）作者投稿信息

审稿工作是期刊内容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对

作者投稿信息的收集整理，可以有效推动选题工

作。例如，对某一专题投稿较为集中，则可能反映

了该专题属于目前科研热点或实际工作重心，可以

作为选题线索。有些投稿由于存在专业上的误差而

被退稿，但这也提示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类似的问

题，这也可以作为选题线索。例如，2004 年，笔

者接到了有关小剂量多巴胺在重症患者中应用的投

稿，但审稿时发现稿件观点陈旧并与当时权威观点

存在矛盾，经与审稿专家沟通讨论，明确了投稿存

在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表现。

为了规范、更新临床医生的观念，笔者策划了《正

确评价多巴胺在重症患者中的使用》的选题并组织

文章在当年刊发，该文所阐述的先进观念在 2005

年以后的学术会议上才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介绍，说

明这个选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2. 深入评估论证选题

期刊编辑从上述多方面的渠道获取选题信息之

后，需要随时加以记录、分类、整理，并不断进行

评估、论证、筛选，直至形成选题，充分的论证是

选题科学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保障。期刊编辑全

面梳理选题信息，拟定初步的选题计划后，可应用

以下几种措施来进一步评估论证选题。

（1）深度文献检索

使用必要的检索方法和技巧，逐层次检索和阅

读文献是验证、完善选题事半功倍的好方法：①系

统检索浏览国内外文献，可以全面了解国际、国内

对拟定选题的研究、报道现状，从而进一步评估选

题的优势、不足和适用性，并可以为确定选题的写

作框架和写作重点提供相应的信息。②检索行业竞

争期刊，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为选题找到差异化的

创新点和竞争优势，使选题特色更为突出。逐级递

进的网上文献检索有利于保证选题的前沿性、科学

性和严密性。例如，笔者在浏览 2003 年国际知名

的综合性期刊《柳叶刀》杂志时，发现了《疫苗与

自身免疫性疾病：证据在哪里？》这样一篇具有一

定新颖性的文章，之后经过层层文献检索，逐步确

定了这个选题对于综合性医学期刊的适用性和可行

性，确定了《自身免疫疾病与疫苗接种预防感染》

的选题。该选题形成的文章将疫苗与自身免疫性疾

病相关性的权威医学进展介绍给广大读者，获得

2004 年北京市科技好新闻奖［1］。

（2）咨询行业人员

期刊编辑应该随时与行业人员保持经常性的

密切沟通，充分利用与专家、作者、读者的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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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邮件沟通和会面机会，征求行业人员对初定

选题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不断修正、完善选题。当

然，不同来源的意见具有不同的代表性，期刊编辑

需要予以辨别和分析。这样做既可以充分了解不同

意见，又能够排除小众意见的干扰，确保选题的质

量。另外，在论证选题的同时，与行业人员的沟通

交流，往往还会产生新的选题思路。

（3）征求编委意见

建立一支与期刊关系密切、可以承担期刊重要

学术工作的核心编委队伍，对期刊的选题工作至关

重要［2］。编委了解期刊，了解学科，作为期刊学

术把关专家，他们对选题的评估意见非常重要。因

此，期刊的重点选题都应该履行编委评估程序，具

体可以采用编辑一对一的直接咨询方式，也可以召

开选题会，集中对选题进行评价。

（4）编辑部决策

科技期刊一般都由主编和编辑部最终决定选

题，这样可以保证期刊内容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有

利于形成相对固定的风格和特色。各方面的选题信

息来源和论证手段都为主编和编辑部的最终决策服

务。主编和编辑部最终不仅决定选题的取舍，还要

规划出选题的写作框架、写作重点和写作要求，并

根据具体的选题设想，提出作者的遴选标准或初步

人选，使选题与下一步的组稿环节有效衔接。

上述四个层次的选题评估论证是相辅相成，逐

层递进的，文献检索环节侧重于对选题的理论评估，

咨询专业人员或编委侧重于对选题质量的检验，主

编和编辑部最后决策侧重于对期刊的整体内容规划。

论证过程中要注意主观分析与客观评价相结合，例

如，编辑部可以制订评估选题的规范化量表，通过

国际权威文献的报道情况评估选题的前沿性，通过

与国内同类杂志的比较评估选题的竞争力，依靠专

业人员或编委评估选题的实践需求度和适用性。编

辑部根据期刊读者需求和选题重点，对上述各项指

标加权评分，依据评分将待定选题分级，有利于选

题的优化、决策和评估编辑工作。当然，对于经验

丰富的编辑，已经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良好

的选题感觉，往往通过经验便可以准确把握选题，

但适当的客观评价更有利于选题工作的标准化。

三、刊后适时反馈与选题策略微调相结合

与前期的评估相比，文章刊出后体现的学术水

平和读者认可度是对选题的终极实践评价，因此，

对刊发文章的追踪与调查可以确切评价选题质量，

并为编辑部调整选题方向和选题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编辑部可以查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等数据

库，提取文章的引用率、下载率等指标，评价文章

学术水平和实用性。编辑部例行组织的读者问卷调

查活动对评价选题质量最为重要。为了使评价更有

针对性，设计问卷时，可以对“选题”和“稿件写

作”分别进行评价。

对比刊前、刊后的选题质量评价结果，可以使

用结果导向的办法判断期刊的选题策略是否科学，

并对不足之处予以调整修正，使选题工作精益求精。

选题工作对期刊内容质量至关重要，但没有千

篇一律的固定模式，符合办刊宗旨和读者需求是选

题的基本要求，期刊编辑部和编辑人员都应该依据

内容要求和自身优势，制订切实可行的选题策略。

在充分收集整理信息的基础上，依据期刊整体规

划，充分发挥每个编辑的特长，经过立体化的评估

论证，以刊后质量评价不断修正已有的选题策略，

等等，这些从实践中提升的经验还是应当重视的。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也在不断

改变，这也对期刊的选题工作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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