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84年8月起，陈颖在高校学报编辑出版行业摸爬
滚打已经29年了。这位编辑部的“老兵”，最近10多年更
是身兼多职，工作异常繁忙。

陈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的确感到身心疲惫，
但出于对学术和学报事业的热爱，我坚持到了今天，而且
未来还要坚持下去。”

就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陈颖在完成好各项工作的
同时，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写的关
于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论文先后多次获地厅级以上政府奖
和全国一级学会优秀论文奖，先后在 《中国出版》《光明
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 等报刊上发表编辑出版理论文
章28篇。

高校学报尤其是其中的核心期刊，作者趋之若鹜。在良
莠混杂的如潮来稿中，如何做到公正选稿，不向不端学术屈
服，是对学报编辑和主编的最大考验。陈颖2001年担任《福建
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后，首先通过建立双向匿名审稿
制度、完善三审制等规章制度，坚决杜绝人情稿。

一个好的规章制度出来后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
定者自身能否自觉接受制度的约束。2008年，陈颖针对当
时学术期刊屡被盗版的情况，撰写了一篇论文阐述网络环
境下学术期刊出版安全问题，想在自己担任主编的学报上
发表，然而责任编辑将这篇论文送专家匿名审稿时却被否
决了，原因是审稿专家不认同他的观点。既然文章未获审
稿专家认可，陈颖就自觉地不在自己的学报上刊发。

由于当下学术评价制度的缺陷和学术期刊盛行收费刊
稿的潜规则，给社会上的某些中介机构提供了谋利的机
会。陈颖和编辑部同仁经常收到作者或中介人员的来函，
愿意私下付给巨资以求刊稿。面对金钱的诱惑，陈颖经常
告诫自己和身边同事：任何人都不可私收作者或中介的钱
财，否则将按制度严肃处理。

由于陈颖的坚守和同事们的配合，福建师范大学及其
学报编辑部至今未收到过任何针对学报编辑的违纪举报，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和制度自信，让陈颖和他的同事真
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陈颖

为了学术的纯洁与庄严
□本报记者 袁舒婕

“如果要说办刊的想法和实践，真的是有一肚子的
话可以说。”刚刚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
人物奖的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执行总编的张月
红这样说。

在期刊国际化的大潮中，张月红十几年来坚守人文
办刊理念，践行走出去的两条路线：一是编辑以全球视
野走出去，争取行业国际话语权；二是期刊以诚信创新
走出去，赢得学术信誉与国际显示度。

为了实现学报类期刊的国际化发展，十几年来，张
月红强化国际出版理念与规范，打造研究型编辑团队。
经过多年积累获得丰硕的成果，她先后在国内外期
（报） 刊 发 表 文 章 近 50 篇 ， 其 中 以 第 一 作 者 发 表
SSCI&SCI 英文论文 12 篇，包括 3 篇 《自然》 通讯与
2012年第1期专栏约稿。同年应邀为《科学》审稿，多
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特邀报告。2011 年被
ALPSP （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 聘为董事会委
员，先后两届担任 SSCI 国际期刊 《Learned Publishing
（学术出版）》国际编委，2011年又被聘为副主编（均为
亚洲唯一）。

还是2011年，作为中国期刊编辑，张月红首次荣获
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研究基金，其项目成果的
6篇英文论文已在线COPE基金栏。

张月红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自2000年《浙江
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办以来，她带领团队，坚持以本土创
新与国际规范相结合，首先打破了大综合，走大专业之路，
分别创立了系列期刊；其次，使期刊快速进入近30家世界
权威数据库（如SCI、EI、MEDLINE等），同时，实施全面的
国际同行评审体制，成为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CrossCheck
项目中首家中国会员，赢得了国内外学术信誉。

不仅如此，张月红还为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德国施普
林格集团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在张月红看来，莎士比
亚之语对于期刊人而言，是莫大的希冀与鞭策，更是一
份孜孜不倦的追求。

张月红

人文办刊推动走出去
□本报记者 赵新乐

“一句知心的话语，也许胜过万钧雷霆……为了大家都
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这首老歌的歌词，是人们共同的
心声，也很适合用来描写刚刚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优秀编辑奖的赵颖力。

提到赵颖力，同事们常常会回忆起这样一个场景：虽然
工作繁忙，但她亲自管理编辑部公共邮箱，每天7点多就赶到
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处理作者、读者来信，第一时间了解他
们的需求、意见和建议，耐心回复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处理来信时，赵颖力不仅认真细致，有时还当起作
者、读者的知心大姐。此前有一位作者无意中提到了自己很
抑郁，觉得“活着没意思”，赵颖力多次和这位作者沟通，不断
地告诉这位作者，“人要往前看，以后还会有成果。”在赵颖力
的反复劝导下，这位作者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对那些偏远地区和民族地区的作者，赵颖力会采取积极
支持的态度，她说：“我们主张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当收到
偏远地区和民族地区的作者来稿时，我会在稿件修改过程中
和对方进行反复探讨，尽量使其最终能达到发表要求。”

赵颖力从事《化工学报》编辑工作23年来，潜心研究
学报的运作模式和发展规律，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

——她优化了办刊工作流程，创建标准关键词库，建
立协作办刊机制。

——担任期刊部主任后，她通过对各刊的重新梳理和
调整，使各刊定位更明确、特色更突出、栏目更合理、内
容更丰富，刊物整体质量得到很大提高。

——她主张期刊社加强与一线科研人员的交流与联系,
加强对外合作，与英国皇家化学学会、Elsevier 出版集团、
日本日经BP社等机构建立了长期交流合作关系。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赵颖力在与专家约稿讨论时，了
解到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对大规模储能技术的迫切需
求，她便和同事一起努力，在2012年申请创办了《储能科
学与技术》 一刊，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本专门的储能类期
刊，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王保国曾感慨地对
赵颖力说：“你们这本刊物办得太及时了，你们做了我们想
做而没有做成的事。”

赵颖力

编辑部里的“热心肠”
□本报记者 袁舒婕

★优秀编辑 ★优秀编辑 ★优秀编辑

赵颖力 中国化工学会期刊部主任、编辑培训导
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曾获第二届中国科技
期刊青年编辑奖、中国化工学会系统年度先进个人、
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优秀信息工作者及第五届侯德榜
化工科技创新奖等。

张月红 编审（教授），《浙江大学学报（英文
版） A/B》执行总编。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
（ALPSP） 董事会委员与 SSCI 国际期刊 《Learned
Publishing》（ALPSP官方刊物）副主编。同时为《中国
科技期刊研究》杂志编委，中国高校学报科技期刊学
会副理事长。

陈颖 福建永泰人，文学博士，编审。现任《福建师
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主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
务理事、副秘书长、编辑委员会主任，全国高师学报系统
联络中心副主任，福建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

张月红最令人敬佩的，一是

专业精神，二是创新意识。她和她的团队

坚守着自己的理念，坚持着办刊的规律，十几

年如一日，一步一个脚印，获得了国际期刊界的认可；

国际审稿、同行评议、不端检测、网络系统、优先出版

等，几乎中国期刊界的每一个创新都能看到浙大学报

的身影。张月红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的作风，远远超过

了大多数的年轻人，值得我们所有出版人学习。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 傅强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因为专注，所以

成功。陈颖于编辑工作中找到最契合自己

的部分，于30年的平凡琐碎中找到沉静的乐

趣。他已习惯于坚持：坚持不辍的耕耘，坚持坦荡的

言行，坚持学术的品格，坚持办刊的原则。坚持，可能

会招致误解，但会更让他受人尊敬。将青春注入工

作，让工作融入生活，即使常站在作者的身后，亦能

成就他的精彩。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

副主编、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陈芳

赵颖力在柔美的外表下，有着一股坚

韧而执著的劲儿，同时她的宽容平和又时时让

同事们觉得跟她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她

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我们周围形

成了一种气场，我们身在其中不断地被熏陶，不断地被激

发。正是这种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风格，令平凡中获得成

功的她更耀眼。

——《化工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于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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