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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阶段如何加强图书成本控制意识

刘 鹤
(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在图书出版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在加强选题管理、流程管理的同时，成本管理也是出版企业的

重点工作内容之一。而图书生产成本的把控不应仅仅是选题策划部门和出版印制部门考虑的问题，而是应该贯

穿于出版企业整个出版环节中。本文针对校对这一重要环节阐述成本控制意识如何在该环节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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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校对作为图书编辑加工过程中非常重要

的环节之一，一直在提高稿件文字质量上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校对人员也往往局限在把关稿

件的文法使用、前后一致性等层面上，而在目前出

版行业竞争加剧、生产成本不断增高的情况下，成

本控制意识应贯穿于整个出版环节中，校对环节无

疑也在其中。校对人员提高成本控制意识，将该意

识灵活运用到日常的校对工作中，发挥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提高校对工作的附加值，无疑会给整个出

版流程注入活力。

一、校对环节工作现状

校对工作一直以严把文字质量关来定位，工作

内容也大多局限在只为文字质量负责上，在图书整

体出版流程上缺乏把控意识。而对于图书的成本

而言，一般基础校对人员的工作范畴和工作内容均

不涉及，主管校对工作人员也仅仅对校对费用这一

项成本有所控制。目前大多出版社对于图书成本

的把控是一头一尾两个环节，即图书策划环节和图

书印制环节，而在整个稿件编辑加工这个中间环节

中，成本控制意识并没有贯穿其中，只凭借策划编

辑在选题策划阶段对于成本的预判和印制环节对

于纸张和印制方式的合理选用来对成本加以控制，

可想而知，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1］

想要更好地提高成本控制的效果，唯有将成本

控制的概念和方法运用到编辑加工的整个环节，尤

其是校对环节。因为校对人员对于稿件的把握很

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整体性把握，即整体版式的把

控、整体层级结构的把控等。通过三个校次的校

对、退改过程，校对人员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积累将上述环节不断优化，实现进一步控制成本

的目的。［2］

二、校对环节对于版式的控制

目前，编辑审读的方式大多数采用电子审稿的

方式( 即 word 软件审稿) 。在此阶段，稿件没有版

式。编辑对稿件进行预处理，也往往只是对层级进

行划分，旨在为稿件梳理带来便利。而校对环节往

往是在三审完毕并排版后进行的。此时，校对人员

对稿件的版式就比编辑有了更早、且更全面的了

解。尤其是责任校对人员，在统筹三个校次的校对

过程中，无论对稿件内容还是版式设计都有了更为

深刻的认识。所以，校对人员通过更好地调整和控

制版式来进行图书成本控制，有着比其他环节更大

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校对人员有义务为图书规划

更为合理的版式。［3］

( 一) 对于层级结构的把握

责任编辑在审稿前，会对稿件统一进行预处

理，而这种预处理，大都只局限于同一层级的字体

字号一致，层级间字体有变化、字号依次递减等。
而这些方面对于图书整体成本控制来说还远远

不够。
校对人员在校对过程中，在保证排版后稿件层

级结构与版式设计保持一致以外，应格外注意各层

级标题的占行是否合理。尤其是在校对的后期

( 一般在二校后退版厂修改时，因为校对的前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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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内容未最终确定，存在着作者增减内容、原有内

容需要删改或扩充等情况，导致稿件整体页码也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 ，查看稿件的整体页码，如果出

现零页( 即小页，具体见表 1) 时可通过适当缩减较

高层级的字号或占行，将整体页面调整到整印张的

数量上。此举既可以减少印刷时上版的数量，又减

少了装订时粘小页这一工序，既缩短了图书的印制

周期，又节省了印制成本。

表 1 常用开本稿件中零页( 小页) 对应的印张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开本

16

32

零页( 小页) 印张

0. 125
0. 375
0. 625
0. 875
0. 0625
0. 1875
0. 3125
0. 4375
0. 5625
0. 6875
0. 8125
0. 9375

稿件对应缩减面数

2

2

( 二) 对于版心大小的微调

图书开本和版心大小的确定在以往的稿件出

版流程中往往取决于策划编辑对于稿件的定位。
而定位的依据大都是书稿题材、内容受众、市场定

位等。而校对人员在加工稿件的过程中，可以针对

稿件的具体情况对开本、版心给予具体的调整建

议，通过微调，也可以达到节约版面成本的目的。
我社教材类稿件大都使用正 16 开 35 行×40

字的版心尺寸。例如: 一稿件页码 33 页，且第 33
页内容只有四五行，因页码较少适用于骑马钉装

( 小于等于 3 个印张) 。但骑马钉装稿件要求稿件

页数为 4 的倍数，在不调整开本、版心大小的前提

下，此稿件需增加 3 面白页，凑足 36 面印刷装订，

这样不但增加了纸张的成本，也加重了读者的经济

负担。此情况下，校对人员可以与编辑人员沟通，

在退厂修改时可适当扩大版心大小，即将版心改为

36 行×40 字，此举可将稿件缩减至 32 页，刚好满

足稿件页数为 4 的倍数的要求，也大大降低了图书

的成本。35 行改为 36 行对于读者视觉感受来说

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 三) 对于印刷色数的建议

内文印刷费=内文印张数×印刷册数( 大于等

于开机量) ×色数( 正背合计) ×每色令单价

我们可以根据印刷费用的计算方式看出，印刷

色数直接关系到印刷费用的多与少。色数越大，不

仅仅是公式中直观可看到的色数( 正背合计) 会增

加，而且色数越大每色令的单价也会越高，实际工

作中，四色印刷的每色令单价往往高于单色印刷的

每色令单价一倍还要多。色数影响了公式中的两

个乘数的数值，所以图书印刷费用的高低，主要取

决于印刷的色数。
在校对工作中，校对人员可根据稿件的实际内

容，向策划编辑、责任编辑推荐更为合理的印刷色

数。例如，有些图书内容以文字为主，零星配图，图

片要求使用四色印刷。这种情况下，校对人员可根

据图书的内容、定位初步判断图片是否真正需要四

色印刷，如果图书内容对图片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只是做简单介绍使用，而不是学习图片中具体构图

或讲述细节的情况，可以建议将四色印刷改为单色

印刷; 如果图书内容对图片要求较高，可以建议将

这几个零星的配图全部集中提取出来，作为文前或

文后的插页，单独四色印刷。正文部分采用单色印

刷。这些举措都会在不影响图书整体效果的情况

下大大降低印制成本。

三、校对对于印张的控制

正如上文所述，编辑在进行三个审次的过程中

稿件的版式还没有形成，而校对后的环节( 如印制

环节) 对于印张的把握，是从印刷的实际需求出

发，往往只能是为了满足印制要求，在原有页码上

增加白页，而不可能减少书稿内容。
印张的精准控制应该在校对过程中得以实施，

在校对阶段调整既可以在各校次退改过程中得以

严格控制、验证，又可以根据稿件实际情况做到最

为合理的调整。除了通过版式微调的方法来控制，

还可以有如下方法调整。
( 一) 调整字距、行距

通过调整图书最后一个整印张后面的零星页

面的字距，可以有效减少一些段落中最后一行字数

较少时的行数。调整行距，配合版心的调整( 主要

是版心高度的调整，即增加每页行数) ，可以更加

有效地达到精准控制到整印张的目标。
( 二) 对于空白页的利用

每一页都有两面，无法避免很多时候稿件的最

后一页只是单页码有内容，而下一面采取背白的方

式。而这一页空白页往往被编辑忽视。责任校对

人员，在校对过程中，可以根据稿件的实际内容，建

议责任编辑将文前的一些辅文内容挪至该页，既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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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了此处页面，又节省了文前的页面。例如，我社

教材的前辅文经常会出现教材对应课程的课程组

人员名单，而这页往往后面也采取背白处理。如果

文后有一页空白面，完全可以将此内容移至文末背

白处。这样就节省了 2 个页面。降低了纸张和印

制成本。

四、校对对于纸张选择的建议

图书出版成本中，占比最高的无疑是图书的印

制成本，而印制成本中，纸张的成本又占据了整体

印制成本的 50%，甚至更多。通过校对环节，对纸

张的成本进行合理控制，也应该纳入校对人员尤其

是责任校对人员的考虑范围。
上文中提及的合理规划印张就是非常重要的

节约纸张的方法。除此之外，校对人员对于稿件整

体内容的了解，有助于其对于图书整体风格的掌

握。由此，校对人员根据稿件实际情况( 例如图表

的类型及多少) 和自身丰富的经验，向责任编辑、
策划编辑推荐合理的用纸以及纸张各部件的分配，

是恰当的。
( 一) 内文用纸的建议

以我社教材为例，策划编辑在内文用纸的选择

上，往往遵循以学科分类，如文科类教材，选用 60
克双胶纸; 财经类、理工类教材，选用 65 克双胶纸;

美术类、设计类教材，选用 70 至 80 克轻涂纸或

128 克、157 克铜版纸。但这种依靠学科的分类，其

实不能很好地与具体的图书相适应。内文的用纸

选择，应该基于每一本图书的具体内容、读者定位

和面向的市场来确定。针对我社的教材，大多数的

读者是在职学习的学生，而教材又是他们必需的学

习材料。这就更加要求图书的成本要更为精细地

规划与控制，纸张的选择也要满足充分展现承载内

容的前提下，以实用、够用为准则。校对人员，尤其

是责任校对人员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校对人员对于稿件中版式的掌握、图表情况的深入

了解，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向策划编辑、责任编辑

来推荐更为合理的用纸。例如，虽然很多财经类稿

件配图较多，但绝大多数为线条图。此种情况下，

使用 60 克双胶纸完全可以达到印刷清晰、不透印、
不糊版的效果。

假设一 本 20 个 印 张 的 正 16 开 教 材，印 刷

20000 册。正文用纸由 65 克改为 60 克( 吨价均以

6500 元计算) ，内文纸张费用计算如下:

①内文纸张使用量 = 20×
20000
1000

= 400 令( 忽略

印刷加放量)

②65 克纸张的令价 = 6500÷
2000

0. 787×1. 092×65
≈182 元 /令

③60 克纸张的令价 = 6500÷
2000

0. 787×1. 092×60
≈168 元 /令

④两种纸张内文用纸费用差 = ( 182－168) ×
400= 5600 元

由此可见，根据稿件本身内容选择更为合适的

60 克双胶纸，就可以节约近 5600 元，降比近原有

费用的 8%。而这种纸张的推荐必须要基于对稿

件整体内容的关注及深入了解。校对人员无论从

环节设置还是自身知识储备来说，都可以完全胜任

这项工作。
( 二) 辅助文字位置的建议

我社较多书籍惯于在封 1 和封 4( 实际工作中

常统称为封面) 增加勒口来介绍该书的作者，或对

系列书中其他图书加以介绍。但勒口的设计在实

际的工作中，尤其是成本控制上，总显得弊大于利。
其原因是勒口的设计增大了封面的面积，以使用量

最多的 787mm×1092mm 1 /16( 正 16 开) 的图书为

例，无 勒 口 图 书 的 封 面 也 大 都 会 使 用 787mm ×
1092mm 的全开纸张印刷 ( 书脊厚度特别厚的除

外) ，每张全开纸可以印刷 8 个封面。假如图书印

制 20000 册，封面使用 200 克铜版纸，纸张吨价以

6500 元( 即令价约为 559 元) 计算。那么无勒口的

封面纸张费用计算如下:

①封面纸张使用量 = 20000
500×8

= 5 令 ( 忽略印刷

加放量)

②封面纸张费用= 559( 元 /令) ×5 令= 2795 元

而封面如果使用了勒口，则需要使用 880mm×
1230mm 的纸张印刷，直接导致纸张的令价从 559
元跃升至 704 元，即封面的纸张费用从 2795 元提

升至 3520 元，仅这一项费用就增加了 725 元。
校对人员通过对稿件版面的精准控制，并及时

与图书的策划编辑、责任编辑进行沟通，如果将勒

口上的内容移至最后一页的背白位置或前后辅文

的背白位置上，避免了勒口的使用，这不仅减少了

七百余元的纸张费用，还减少了封面的印刷费用

( 即大度纸张的印刷费加成) 、封面的覆膜费用等，

02 北 京 印 刷 学 院 学 报 2021 年



大大节约了成本。

五、责任校对对于周期的把控

加工周期的精准把控，也可以起到控制成本的

作用。例如系列图书、套书在校对的过程中，责任

校对应协调每本图书的加工周期，把控校对整体时

间安排，尽可能地将封面或系列图书、套书中相同

的内容可以同一时间达到可以付印的要求，即印刷

时间可以安排在同一时间段进行。
以 4 本为一套的套书为例，印刷过程中节约的

封面( 四色印刷) PS 版费用计算如下:

①单独印刷每一本书的封面所产生的 PS 版

数量= 4 本×4( 色数) = 16 块

②4 本图书一起拼版印刷封面，则仅需 4 块

PS 版

③以一块 PS 版 60 元计算，通过拼版印刷可节

省( 16－4) ×60= 720 元

通过计算可知，责任校对通过对加工周期的把

控，可以节约印刷过程中 PS 版的数量，进而节约

了印刷的费用。而节约 PS 版的做法，还可以大大

节约封面印刷过程中的时间，这对于出版时间周期

要求严格、必须做到课前到书的教材类稿件来说，

无疑又是非常好的做法。

综上所述，校对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不是简

单地压缩校对工作的成本、工价，而是依托校对人

员在校对过程中对书稿内容、体例格式、层级结构、
字体字号等方面的深入了解，发挥自身优势，在优

化版面结构、优化页码配置等方面起到校对环节独

有且关键性的作用。而作用发挥的大小和是否恰

当，取决于校对人员的各项素质和经验积累，尤其

是校对人员对于排版知识、校对知识甚至图书印装

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这其实对校对人员的综合

素质要求非常高，校对人员要站在图书出版整体环

节流程的高度来考虑工作的开展，而不是简单地局

限在对于文字的把握上，唯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校

对人员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校对工作的附加

值，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图书出版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周慧侠．制约图书校对质量的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J］．传播

与版权，2017( 2) : 50-51．

［2］ 卢秀娟．如何提升图书校对工作［J］．出版参考，2018 ( 1 ) :

49-50．

［3］ 徐林香．关于校对管理工作的时间与探讨［J］．出版广角，

2009( 7) : 60-61．

( 责任编辑: 周宇)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 上接第 6 页)

( 邮局) 。前者介绍了在旅馆住宿、预订房间等场

景下应使用的交际英语。后者则介绍了如何到邮

局买邮票以及寄信的英语表达方式。与此同时，第

一册中还有一篇与天文地理相关的课文即第八课

“The Earth，The Sun，and Moon”( 地球、太阳和月

亮) ，与数学相联系的第十五课“Addition and Sub-
traction”( 加法和减法) 。

四、结语

从商务印书馆退休以后，邝富灼一方面继续从

事英文教科书的相关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更加积极

投入教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他来到上海，发觉自

己根本无法融入上海本地教堂，因为上海教堂多用

沪语，而他不通沪语。之后，他积极组织创立了旅

沪广东中华基督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他是多个

社会服务组织或团体的领导者和成员，如上海青年

会、扶轮社以及麻风病人救助委员会。
1938 年，邝富灼与世长辞，时年 69 岁。他前

半生漂泊海外，在艰辛中生活、求学，为自己打下了

深厚的英文和教育学功底; 后半生一直服务于商务

印书馆，在教育界和英语界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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