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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编辑职业的浓厚兴趣以及提

升写作能力的迫切愿望，我一直想去专

业期刊作一回亲身体验。一次偶然的机

会，从一位熟识的老师那儿得知，《财务

与会计》杂志主要面向会计实务工作，

编辑同时兼为记者，工作很有挑战性；

而且哪怕只是阅读资深编辑们的层层

修改稿，对提高文字水平也会有很大帮

助。这更坚定了我去实习的信念。庚寅盛

夏，经老师引荐、中国财政杂志社领导

批准，我有幸成为财务与会计编辑中心

的一名实习编辑。

在杂志社、编辑中心领导和同事们

的无私关怀和悉心指导下，我度过了一

个月充实而快乐的实习生活。《 财务与

会计》是目前唯一获得国家期刊奖的财

会类期刊，也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财会

类期刊。作为一名会计学专业的博士研

究生，能在这作实习编辑，我倍感荣幸

和自豪。四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从中学

到的知识和受到的启发，我相信一定会

让我受益终生。泰戈尔说 ：谢 谢火 焰

给 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

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在实习结

束之际，谨以此文向默默为我执灯的、

不吝赐教的领导和同事们致以最诚挚

的谢意！

感受：做好编辑工作

需具备哪些特质

从某种程度上说，编辑之于杂志，

就像父母之于子女，都少不了含辛茹苦

的孕育和潜移默化的熏陶。因而，要想

准确而全面地评价一本杂志，最有效的

方式就是从了解那里的编辑和编辑工作

开始。

（一）心境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实习期间，正值京城溽景薰天，人

不由自主地会变得浮躁起来，我也不例

外。然而从实习第一天起，领导们谦和

豁达的人格魅力、同事们严谨乐观的工

作态度，就给酷暑中的我注入了股股温

馨的清凉，让我心头始终萦绕着秦观那

句“夏木阴阴正可人”。

秦总编谈笑间不经意流露出的深厚

学养和敏锐思想让我深深折服 ；周主任

未言先笑、娓娓道来，尽现江南女子的

温婉内涵；闫主任蔼然可亲、从容不迫，

腹有诗书气自华。聆听领导 们的教诲，

让我不由生出“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

袖三年香”的仰慕之情。资深编辑阿静

姐，热情旷达，极具亲和力，不仅 在生

活上悉心照顾我，而且手把手教我改文

章，她凝练文字的能力令我佩服不已；

为我答疑解惑最多的小崔姐，爽朗自信，

才思敏捷，睿智而有灵气，单从她写的日

常工作邮件中就能看出其良好的文字驾

驭能力。当然还要说说与我同龄的几位

80 后编辑 ：小武温文尔雅，临大事而有

静气，很 有绅士风度 ；忻儿淡雅聪慧，

做事有条不紊，思维独特而缜密；璐怡

温润恬静，心素如简，文笔流畅，一丝不

苟。此外，还有笑容明媚的编务李莉姐，

面对读者或作者的来电咨询，她总是用

那温柔似水的声音耐心细致地作答。他

们待我亲如兄弟姐妹，帮我在最短的时

［编者按］

前段时间，办公室里（指《财务与会计》原综合版）来了一位实习编辑，她叫王斌，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的博

士生。在实习期届满、临走之时，她撰写了这篇“实习报告”，总结了自己这段时间在编辑中心的所见、所感，并对《财务与

会计》在学术领域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期将此文刊出，一方面是希望借王斌之笔，让广大读者、作者

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想以此提醒身为编者的我们，对待工作应该时刻保持像王斌一样的认

真、热情，并多站在读者、作者角度作些思考。如此，读者、作者、编者交流的平台才会更加宽广，我们的刊物也才能办得

更精进、更富活力。当然，如果读者、作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作者，能从王斌对待实习工作的态度上得到些许启发，亦

是我们所愿。三人行必有我师，是焉！

— 一位实习编辑的感受与思考

王  斌 ■

走近《财务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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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消除了陌生感和距离感。在幽

幽书香 静心处的编辑中心遇到他

们，在产生强烈归属感之余，更让

我体会到从事编辑工作应有的淡

定心境 ：险躁不能冶性，宁静才能

致远。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

指导思想，才使得《 财务与会 计》

30 余年来能够兼容并蓄而又独树

一帜。

（ 二）态度：不问得失，精益

求精

我的实习工作是从接触一线的责任

编辑和阅读近几期的原稿资料开始的，

亲眼见到那连续四五审的修改稿和反复

三次的校对稿，才深刻体会到每一篇文

章定稿过程的种种不易。财务与会计编

辑中心分为《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

计》（理财版），两版各有 5 位一审编辑

和 1 位编务。编务记录完收到的每份稿

件的详细信息后，会在第一时间按文章

内容转发给相应栏目的编辑。一审编辑

们在查看每篇文章后做出初步判断，只

要不是立即判断为不能采录的文章，编

辑们都会再次仔细研读并开始着手改

稿。为在逻辑严谨的基础上尽量保持作

者原意，编辑们经常需要跟作者进行反

复沟通 ；对于每篇文章，编辑们都需要

搜索权 威资 料逐一核对引文出处和内

容，以确保引用准确。在这一过程中，难

免会出现多番沟通修改后稿件最终质量

还不能达标，或一审编辑已经费时费心

改完后在二审、三审那里发现有似曾相

识的现象，而这些都会成为编辑们工作

的“沉没成本”。通常稿件一审通过后，

还要送编辑中心副主任和主任那里进行

二审、三审，通过后再送给分管的副总

编进行四审，有些重要稿件还要再经过

总编或社长五审。全部审核通过后，一

审编 辑须进行 清 稿。若没有电子版稿

件，编辑们还要一字一句地把内容输入

电脑。最后在付印前，为把出错率降至

最低，编辑们还要对比原稿进行两次逐

字逐句的校对和一次从头至尾的通读。

我粗略算了下，在每月 20 多个工作

日内，每位编辑至少要完成 2 万多字的上

稿量和近 9 万字的校对量。即便编辑们

不存在病休或事假，在这一个月内，他

们可能还会被派承 担外出采访、参会、

写稿等多项任务。然而在如此繁重的工

作任务下，大到逻辑结构、小到用词标

点，编辑们从不懈怠，对每篇稿件都精

雕细琢。即使是像校对这种技术含量不

高但又特别伤神费力的工作，编辑们也

总是毫无怨言、点点比对，连一个小小

的半角空格都难逃他们的“法眼”。看着

那些经由他们字斟句酌、画满了密密麻

麻标记的修改稿，真让人有了一种脱胎

换骨的变化。“妙着几字、境界全出”的

文字内功，实在令人钦佩。

为了能不断提高文字水平和业务能

力，好多编辑都是提早上班、推迟下班，

以便利用这些时间多看些书，不断更新、

充实自己。由于日常工作繁忙，为了能提

高出刊质量，编辑们还经常把稿件带回

家，利用晚 上或 周末时间改稿、校对。

他们“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功力，其

实都是源自这种扎实勤奋的努力。然而，

当大家看到杂志刊出的文章时，几乎无

人知晓编辑们付出过多少心血和汗水。

我曾经问过他们，会不会因为是在为他

人作嫁衣而心有不甘。他们说 ：能呈现

给读者一篇优质的文章，比什么都重要。

朴实简短的回答，让我为之深深动容，

在自愧不如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作为编

辑应有的工作态度：不问得失，精益求

精。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兢 兢业业、

用心深 耕的编辑班底，《 财务与会

计》才能始终保持着上乘的质量和

蓬勃的朝气。

（三）团队 ：亦师亦友，真情互

助

由于刚开始接触全 新的东西，

我脑中的问号不停地涌现，不得不

经常打扰编辑中心的同事们。他们

非但不嫌我资质愚钝，还总是非常

细致、周全地为我答 疑解惑，甚至

还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主动为我讲解组

稿、选稿、审稿等的流程内容。有时我

的问题可能只是提给就近的编辑，但大

家觉得有需要补充或讨论的内容，就会

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为我指点迷津，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

更情深可感的是，领导们因为担心

我刚开始阅读原稿（指过期刊物所刊用

稿件的编辑修改稿）过于枯燥，还经常

给予我心灵上的安慰和心理上的疏导，

鼓励和帮助我调整好心态，尽快适应新

的工作角色。对待经验不足的年轻编辑，

领导们总是格外用心良苦。既要让我们

知道问题是什么、根源出在哪里，还充

分考虑到我们的心理承受度，耐心地因

材施教，用巧妙的方式让我们在鼓励中

明白自己的不足和改进方法。此外，为了

让年轻后辈增长见识、拓展视野，领导

们还经常创造机会，让年轻编辑多与名

人大家面对面交流，向他们当面求 教。

在实习期间，我就因此有幸见到了大 名

鼎鼎的张连起先生，一睹才子风范。这

些真挚的人文关怀，久久融漾于心间，

也让我深深领悟到《财务与会计》能够不

断传承拓新的本源所在。

思考：《财务与会计》与学界

如何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在写此文之初，其实只是想汇报一

下对实习生活的感悟。然领导们不嫌我

才疏学浅，鼓励我大胆对杂志发表意见

和看法。好意却之不恭，我只好斗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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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弄斧，从一个博士生的视角说说我的

陋见，尤其是作为博士生，如何更好地

利用《财务与会计》这一良好平台表达学

术观点。

（一）均衡发展桥梁作用

一种文化有了深厚的根，才能吸引

外来文化。一本杂志同样也是如此，只

有旗帜鲜明、独具特色，才能吸引读者

和作者，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财务与

会计》杂志是为构建政 府主管部门、实

务界和理论界的交流平台而生的，其天

然地有一种其他杂志无可比拟的联结政

界、业界、学界这个铁三角的桥梁优势：

《财务与会计》是由制定财会政策的财政

部主管，故可快捷获悉政 府主管部门制

定政策的本质意图和执行目标，从而能

够在第一时间向业界和学界传递最准确

的信息；主管部门也非常乐意加强与企

业的沟通，获取政策执行效果的第一手

资料，愿意听取学术界对财会理论或政

策在指导实践中的修正建议 ；实务界的

财会人员，在贯彻实施财会政策或法规

时，也不免有一些疑惑或诸多心得体会，

学者们也很热衷于讨论和解决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各项问题。可以说，《财务与

会计》提供了一个三方交流互动的平台。

实习期间，我翻阅了从 1979 年《 财

务与会 计》创刊以来的各 期杂志后发

现，政界与业界的互动交流频繁且较为

有效，但学界的参与和实质贡献则相对

较少。这可能与高校研究生对《财务与

会计》不够了解有关。高校在对研究生

进行考核时，要求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

学术论文，不带参考文献的论文在许多

情况下不被认可为学术性论文，因而在

考核标准中所占份额很小甚至不列入考

核范围。而《财务与会计》作为偏实务的

专业期刊，刊载的文章多不带参考文献，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来自高校的写稿

和投稿热情。事实上，从近年开始，《财

务与会计》中某些理论性较强的栏目（如

“研究与探索”、“案例分析”）已经开始

适当列入主要参考文献，也许是因为大

家一直觉得《财务与会计》更偏重实务性

而忽视了对其应有的关注。

另外，学术界的青年会计学人，尤

其是在校博士生，最头疼的莫过于如何

度过科研第一关—选题。按理说，深

入财会工作的一线去发现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是最好的方式。然而对于很多青年

会计学人来说，既没有从事会计实务工

作的经验，也不可能都有机会走向实践

一线广泛了解需求，因而如何找到具有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选题成为当务之

急。根据实习过程中对《财务与会计》的

阅读和思考，我发现许多栏目（如“讨论

与争鸣”、“业务与技术”、“CPA 理论与

实践”等）与财会实践密切相关、见解独

到，可以为学术论文的选题提供许多有

益的灵感。

因此，通过杂志本身或相关网络平

台，加强对高校读者的宣传，让其充分意

识到《财务与会计》的这些优点，将有助

于吸引高校稿源，提高学界的参与热情。

同时，鼓励与实践紧密相连的深入浅出

的理论文章的撰写，也更有利于《财务与

会计》桥梁作用的均衡发挥。

（二）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与传承，使

得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思想，只是缺少对

思想的表达或者说缺少表达思想的平

台。具体到学术界对财务与会计理论的

研究，也存在这样的表达困境。《财务与

会计》杂志正好有能力提供一片彰显这

种学术思想火花的天空，帮助和引导青

年会计学人从事更有实践价值的学术性

研究。

目前的学术 研究中，的确存在不少

像张连 起先生所言之思想贫乏苍白的

文章。南京大学杨雄胜教授也指出，现

在的青年学者，往往只是满足于简单追

求工具精致主义的形式化会计研究，严

重忽视对理论基础的系统掌握，甚至只

是利用会计公开数据去回答一些非会计

问题。这种本末倒置、盲目崇洋的做法，

严重损害了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健康发

展。高校的学术研究最终要以服务和指

导实践来体现其真正的价值。作为全国

发行量最大、唯一获得期刊荣誉最高奖

的财会类期刊，《财务与会计》理应担当

起引导和鼓励青年会计学人撰写和发表

更有实践价值的、更具思想性的高水平

文章的责任。

其实在高校中，博导们往往也有许

多实践意义很强的、与企业合作的横向

课题。但是，由于许多核心期刊只偏好

发表学术性更强的纵向课题研究成果，

且企业只要求学者提交研究报告而并未

有发表文章的硬性要求，因而有发文考

核压力的博士生们对这种横向课 题研

究的参与热情不高。如若《财务与会计》

能鼓励这部分文章的写作，提供其发表

的平台，既有助于博士生完成毕业时的

学术考核要求继而提升积极性，又能把

企业实践中遇到的财会问题放到更广阔

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和讨论。再者，从研

究内容上来讲，学界与业界的这些横向

联合课题项目，大多偏重管理会计领域，

而管理会计研究因缺乏公开数据，许多

学者即便颇有兴趣也难以问津。若引导

和鼓励这种类型文章的撰写发表，提供

学界与业界直接切磋的机会，将有助于

帮助学界打破这一研究瓶颈，更好地促

进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发 展。具

体做法可通过制定并发布详细的投稿内

容须知或举办相关征文活动，引导和鼓

励学界与业界联合撰稿，相信只要做到

要求明确，来稿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是会

有一定保证的。

行文至此，突然觉得有些不舍。想

到在财务与会计编辑中心的实习生活，

想到各位师长和友人的殷切关怀，眷恋

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惟有加倍努力、

潜心钻研，以上佳表现回报各位领导和

同事们的真挚鼓励和无私帮助。

祝我们的《财务与会计》越办越好，

永葆活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崔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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