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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传统图书编辑思维转变与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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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针对“互联网+”时代传统图书编辑思维转变与应对策略展开研究。文章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图书编辑应

建立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及法律思维等。提出的具体应对策略为：应提升自身数字化能力和水平；在图书选题方面应满足

读者需求；提升收集和处理各类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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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book editing thinking and the coping strategy in the "Internet +" era is mainly 

studied.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traditional book editing in the "Internet +" era should set up the Internet thinking, the user's thinking 

and the legal thinking, etc.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put forward are: to improve their digital ability and level;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readers in the aspects of book selection;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llect and process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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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类社会迈入了“互联网+”时代，这一时代的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为人们获

取信息同多种途径，进而也对传统的图书编辑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并且也使得整个行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为了

有效的规避“互联网+”时代所造成的影响，输的传统书籍编辑行业需要不断的寻求新的模式，彻底的打破传统形式的

束缚，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对自身进行优化完善，这样最终才能更加稳定的发展。在经过大量的信息数据分析我们

发现，现如今国内有关“互联网+”时代传统数据编辑模式的创新以及解决方法的相关资料有很多，但是针对性较强的

研究非常少，为了全面深入的对理论知识进行充实，促进传统图书编辑工作能够更好地得到发展进步，从而缓解“互

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困扰，这篇文章主要围绕“互联网+”时代传统图书编辑思维变化以及解决方法来加以分析。 

1 “互联网+”时代传统图书编辑应做出的思维转变 
1.1 建立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是当前“互联网+”时代影响下传统图书编辑拥有的一项最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只有更好的发挥出互联

网思维的作用，才能促使传统图书编辑与时代的进步保持一致，并充分的联系实际情况来进行优化和创新。在“互联

网+”时代中，大量的新型媒介应时而生，在这个形式下，首先，传统的图书编辑处理工作需要充分的借助互联网这个

媒介来从中找出更多的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资料，在开展编辑工作的时候，需要对内容进行审核，将信息实施填充，这

样有利于对图书中的信息的准确性加以保证，对书籍中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少选。站在专业人员的角度来对精品图书进

行推广
[1]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这种形式来创设图书导读区域，更好的吸引读者来阅读新书。

可以在各个大型网络论坛或者是门户网站中针对新书来进行宣传，还可以组织网民对新书的内容进行讨论和分享，这

样能够更好的调动读者的读书的兴趣。再有可以技术互联网技术来对图书的内容的表述形式来加以改变，更好的达到

图书互联网的优化，创造一个融合文字，图像，声音等诸多元素的新形式的读物。 

1.2 具备用户观念 

之前图书编辑的用户的思维模式都是从了解读者的读书体会的前提下，在“互联网+”的时代的影响下，使得图书

的编辑工作的侧重点由单纯的书籍内容的编写以及排版发行逐渐的进行了扩充，并且在上述工作的条件下更加侧重重

视是不是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的空间以及更多的服务。诸如：可以创建网络互动平台，促使编辑人员能够与读

者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并通过这一活动来提升对读者感受的了解，加大力度来全面的扩充读者的参与程度。其次，

在现实的发展历程中，传统的书籍的编辑还需要不断地联系社会发展趋势来对自身进行调整，促使传统图书编辑能够

为更多的读者提供基本的需要。不得不说的是，用户的思维主要还会集中表现在对读者的经营层面上。诸如：可以利

用借助网络免费度数的形式来对读者形成吸引，加大力度来对图书进行宣传。在读者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

为目标客户创设用户体验，诸如馈赠书刊等等，这样就会促进读者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之中，最终为后期的新书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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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打下良好的基础。总的来说，在“互联网+”的时代中，传统数据编辑务必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灵活性，更好的将传

统书籍编辑工作与互联网进行融合，来扩展用户的思维空间
[3]
。 

1.3 加强法律意识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使得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如今国内的民众的法律意识在逐渐的提

升。当下，涉及到编辑工作的相关法律条款有很多，诸如合同法以及版权法等。在开展传统图书编辑工作的时候，工

作人员务必要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并且在工作开展中要知法守法，并且更好的对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法律联系加以

协调维护。不但需要从根本上确保读者与作者的合法权益，并且还需要充分的联系实际来制定保护机制。专业人士都

知道，在“互联网+”的时代的影响下，互联网中出现了各种类型不同方面的额信息资料和图片信息。并且大量的信息

会被复制利用
[4]
。如果传统书籍编辑缺少基本的版权意识，在开展编辑工作的时候，不能自行进行创作，而更多的是从

网络信息平台中来进行引用和仿照，并且缺少对图书中的信息进行核对的工作，极易引发侵权的不良后果，不但会对

出版社的社会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并且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进而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数据编辑工作务必

要完善自身的法律意识，更好的避免不良问题的发生。 

2 传统图书编辑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实际措施 
2.1 需要提高自身数字化能力与水平 

在“互联网+”这一形式的带动下，现如今整个社会已经买进了数字化出版的阶段，再这一形式下，不管是编辑工

作的智能，编辑的思想形式还是编辑的对象同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变。传统图书编辑人员，不但需要利用前沿的科

学系统来对出版的工作的程序实施监督管控，这样能够借助网络平台来获得需要的信息，更好的利用网络来促进读者

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并且需要在上述内容的前提下，加大力度来进行图书产品形态以及传播形式的数字化技术的学习，

并且将掌握的信息灵活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传统图书编辑工作人员需要利用前沿的理论和思想来武装自己，更好

的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并且要主动的对现如今的所有的数字化出版的情况加以了解，在正式开始编辑工作之前，需

要对图书的数字化版本进行设计
[5]
。在整个工作的开展中，传统图书编辑需要与专门从事数字化出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

通，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编辑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的提升。再有，编辑工作人员还需要对电子设备的操作进行学习，

充实自身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达到既定的图书出版的目的，有效的推动传统图书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进步
[6]
。 

2.2 在图书选题方面需要以读者的需求为主 

要想有效的提升传统图书编辑人员的综合能力和工作效率，最为重要的是需要掌握用户的思维模式，并且借助本

身对市场情况的了解，来确定满足读者需要的图书的内容。首先在进行图书编辑和规划的时候，借助各种方法来对图

书市场的情况和需要金鼎调研，对读者的喜好，关注要点加以了解。其次，还可以大范围的对各大网站的内筒进行收

集，并将重点放在当下最火的话题或者是事件上。再有，在确定图书的核心和思想之前，可以借助互联网来大范围的

手机资料，为图书的题目的挑选提供帮助，这样做的目的不但能够获得最佳的图书的题目，并且能够有效地推动出版

社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策划出题选题的作用才能够更好的额发挥出来，再能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2.3 提高收集与处理各类信息的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取代传统纸质图书的电子出版物。当数字出版首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便

有人断定将来电子出版物必然会代替传统纸质出版物。诚然，对此亦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传统纸质图书不可能消亡，

只会萎缩，抑或是成为高昂的“奢侈品”和骄傲的“收藏品”。应学会从浩瀚无边的网络信息资源中捕捉到有用信息，

并将其进行有效加工与处理，有效融入至具体图书内容中
[8]
。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统图书编辑在思维方式上必须做出改变，与此同时还应积极顺应“互联

网+”时代发展趋势，在行为方式上予以有效改变。当传统图书编辑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均得以有效改变后，便可更好应

对“互联网+”对传统图书编辑工作的冲击，逐步发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图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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