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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人员如何适应数字化出版格局管窥

刘 鹤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数字化出版格局已在出版行业逐渐形成。出版企业的校对人员在数字化出版环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相较于编辑审读、排版等环节，校对环节的数字化进程相对较慢。如何加快校对环节的数字化以及校对

从业者如何适应数字化出版格局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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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环节是图书出版中的重要一环，在保证图

书内容质量、版式规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如何能够适应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整

体出版流程中找准定位、不断深挖潜力是出版企业

应当着重考虑和探索的问题。

一、校对工作现状

目前，许多出版社校对工作还停留在三次校样

在纸稿上进行的做法上。改稿后由排版部门按照

纸质稿件上的修改，在排版文件上做相应的修改。
此种方式现在来看效率和准确性上都存在较大的

不足，不能很好地适应出版行业数字化的出版方

向，其原因有二。
( 一) 图书出版数字化

图书的出版形式早已超越只有纸质图书的单

一形式。电子书、付费阅读软件、网络听书等形式

要求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加工过程也要顺应该趋势

的发展。无论是在流程、方式上，还是在管理、制度

上都要所有改变。但无论内容的呈现方式如何，对

于内容质量的要求不能忽视、放松。这就要求出版

企业的编校人员在不断学习、提高内在本领的同

时，要学会使用数字化编校的工具，从而适应数字

化编辑加工过程的需要。无论是电子书、内容付费

软件都需要图书的数字化出版。针对校对环节而

言，上游环节(即三审环节)和下游环节(及编辑通

读、核红、导出出版所需文件等) 都已逐渐形成数

字化模式。此种情况下，三个校次还固守在纸稿上

进行的方式显然已不能满足现代出版的需要。

( 二) 编辑加工过程数字化

现在大部分出版企业都形成了数字化审稿的

模式。因为绝大部分稿件作者在交稿时选用了电

子稿件。编辑在三个审次审读阶段使用数字化审

稿方式，大大提高了审读的效率。不仅如此，数字

化审读稿件，各审次文件易于保存，便于各审次编

辑之间及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沟通(通过稿件批注、
邮件等形式)。而通过数字化审稿还能够对稿件

的体例、格式等做简单的预处理。这样对三审后的

排版过程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反观校对环节，还需在排版后的纸稿上进行，

这种方式的弊端也比较多。
1．成本增加

图书生产成本控制一直是出版企业重视的环

节之一。而校对环节三份校样的纸张费用和排版

部门改稿的费用在整个图书生产成本中占据了不

小的比例。如果需要增加校对次数的图书，此项费

用的占比就会更大。
2．图书加工周期增加

①重复性问题，需一一标出后处理

稿件中存在全文替换相同字词时，绝大多数情

况，需要在纸稿中一一圈出，并注明做统一修改。
②前后一致性问题需要逐一核对

前后文相同语义的词汇在统一时，需要校对人

员逐一核对。而如果在数字化软件中进行校对，则

软件可以在短时间内逐一比对。
③校对和改稿需单独进行

校对环节在纸质稿件中查找错误，而在校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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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稿件后，被圈出的错误在相关编辑确认后，还

需要排版人员逐一在电子稿件中修改。无形中增

加了时间周期。
3．增加错误率

校对人员只负责对纸质稿件进行校对。而本

次校对出的问题，需要下一个校次的人员在新出的

校样中来核对是否已修改完整、修改准确。两个校

次的人员不同，容易出现疏漏和对修改符号、内容

的理解 差 异。因 此，此 种 形 式 增 加 了 稿 件 的 错

误率。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避免现有环节设置、工

作方式给稿件加工带来的隐患。应当调整校对环

节的工作流程、改进工作方法，逐步使用现代化软

件辅助校对过程。从而实现保障校对质量的同时，

提高校对工作的工作效率，合理控制校对工作时间

周期和成本。

二、校对工作如何与数字化出版格局相适应

( 一) 使用现代化软件辅助

在实际工作中，要让校对工作短时间内完全脱

离纸质稿件这个载体，显然不太现实。但在纸质稿

件校对过程中，应顺应行业发展，使用现代化软件

辅助现有校对环节的进行。
以黑马校对软件为例，该软件是大部分出版社

都使用过的较为成熟的校对软件。但软件大部分

时间仅仅作为编辑、校对人员可选的工具应用。并

没有形成每本稿件在固定流程固定进行的固定环

节。黑马等校对软件的熟练应用应该成为出版社

编校人员必备的技能。该软件与人工校对相比有

着自己的优势，例如支持多种文件格式，查错准确

率较高、校对速度快和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等权

威标准等。
与此同时，该软件还具有大规模专业词库、

开放的用户词库等功能。熟练掌握该软件可以

全方位提高校对人员稿件的校对效率和准确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黑马校对软件以及其他现代化

软件的应用，是对校对人员的辅助，而不是替代。
校对人员也绝不能产生对软件的依赖，更不能因

为软件的应用而省略部分现有的校对环节和流

程。唯有流程的完善、校对人员校对能力的提高

和现代化软件的熟练应用三点相结合才能将校

对工作完成好。
( 二) 与数字化编辑加工过程接轨

校对人员应逐步脱离纸质稿件这一载体，学

习、尝试数字化校对过程。与前端数字化编辑、排
版过程进行衔接。让全部的稿件编辑加工过程逐

步实现全程数字化。无论是在独立的文字编辑加

工软件中进行稿件校对，还是在整体的协同编辑加

工软件系统中进行校对环节，都应该是出版企业校

对人员应该学习的内容。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

总结出适合自身企业运行的数字化校对流程、方法

是出版企业以及校对人员应该着重考虑的地方。
( 三) 增强校对本领

校对人员增强自身校对能力，不断学习、探讨

校对知识，定期总结、讨论实际校对工作中产生的

问题，在数字化出版中同样尤为重要。
1．勤于学习、善于总结

编辑校对应是一项活到老、学到老的职业。校

对人员必须秉持一颗学习的心，无论是在日常生活

中的点滴积累还是在集中的时间系统地学习都是

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自身的知识短板方面要有

一问到底的精神和决心。唯有自身知识深度与广

度的增加才能更好地辅助校对工作良好的开展。
学习、丰富知识的同时更应具备梳理、总结的

能力。把平时稿件中易出现的错别字、搭配不当、
语句成分缺失、知识性错误、前后文不一致等问题

归纳出来，并总结出一套如何规避上述问题的方法

和措施才是当今一名优秀校对人员应该具备的能

力和素养。
2．实时关注最新的各项标准、规范

在知识更新、迭代速度日益加快解的今天，校

对人员不仅要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更要意识到原有

知识结构陈旧的问题。日常工作中使用频率较高

的标准及规范一定要掌握最新的版本( 例如数字

文字方面、量和单位方面、封面书脊方面、校对符号

使用方面等)。而平时不常用的，要明确到哪里查

找到的信息才是最新、最权威的。
3．充分了解图书出版全流程的相关知识

校对人员不能固守自身的文字、版式领域而不

了解整个图书生产加工流程的其他环节。因为整

个环节、流程都是息息相关的。校对人员在了解其

他环节的理论知识后，对稿件内容、版式做出的修

改才能更为合理。
4．定期培训、交流和总结

校对人员的定期培训和培训后的总结交流应

成为出版社常规工作之一。校对人员的培训不仅

应对编校理论知识定期更新、补充，更应学习在实

( 下转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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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道关。“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

海精神，体现出编辑工匠精神的难能可贵。编校的

工作虽然枯燥，但社会影响重大，对自己所编辑的

文稿负责，就是对读者、作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最后要有细节意识。编辑要发扬工匠精神，主

要体现在审读加工书稿的环节，只有对书稿认真打

磨，细处着眼，精雕细刻，才能打造出精品力作。
2017 年上半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围

绕辞书、社科和文艺类出版物进行了编校质量检

查，查出 33 种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物，问题集中

在文字性、常识性的错误上面，如错别字、漏字，人

名、地名、年代以及注释方面。这些错误如果细心

一些，或借助工具书、权威网站细心核对大多是可

以避免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编辑

工作是在细微处见功底。堪称中国编辑出版界

“大国工匠”的周振甫，将满腹的才识和一生的心

血倾注于《辞通》《二十五史》《明史》《鲁迅全集》
等中国古典文史的编校整理和审读加工之中。在

编完《谈艺录》《管锥编》等书稿时得到钱锺书的高

度赞赏:“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新

时代的编辑更要练就千只手、千只眼，在审读加工

书稿时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在今天，编辑的工匠精

神意味着对利益驱动下粗制滥造地拼凑图书、追求

数量忽略质量现象的自觉抵制。

本文获第七届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征文二

等奖，作者为《中国编辑》杂志社副主编、编审。
( 责任编辑: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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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中如何学习积累，如何增强与编辑沟通协调

的能力等方面知识。校对人员与编辑能够融洽的

沟通、及时探讨解决稿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让编

辑、校对这两个环节形成 1+1＞2 的效果。
( 四) 严格三校流程及各校次职责

出版物质量保障是出版企业赖以生存的着力

点。唯有抓好出版物选题、编校、印制等方面的质

量出版企业才能有所发展。针对校对环节而言。
严格三个校次的流程、要求，明确各校次职责，做到

有据可依、责任到人才能使流程执行更加顺畅，出

版物质量得到保障。
( 五) 增加行业交流

校对人员不仅要加强自身知识修养的提升，更

要到同行业优秀的出版企业中去学习、交流。通过

对其他优秀出版企业校对环节流程管理以及人员

情况的了解、学习，才能对比差距，找到自身不足。
学习其他出版企业如何适应数字化出版，有针对性

地进行改进和提高。这样不仅对校对人员自身发

展得以提升，更是让校对人员对行业发展趋势有了

更加直观的认识和理解。
校对环节的重要性决定着相关从业者必须

紧紧跟随行业发展的脚步，学习行业相关知识，

了解数字化出版的现状与趋势。才能更好地优

化流 程 环 节，提 高 校 对 本 领，不 断 完 善 校 对

工作。
( 责任编辑: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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