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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编辑岗位能力要求 网络文学》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工作背景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出版融合

业态日趋繁荣兴盛，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我国传统出版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数字音乐为代表

的新兴数字产品种类和服务形态的日益丰富，数字出版的产业边界和

从业者规模也迅速扩张。作为守好数字出版互联网阵地的重要抓手，

管理好、服务好数字出版的从业人员是必然之举。

2022年，数字出版编辑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分类大典》，标志着该职业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行业发展和国家

政策的要求，给网络文学领域内的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带来了重大挑战，

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基于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前期

开展的网络文学出版编辑实务教材编写工作，由协会出版融合工作委

员会、数字阅读工作委员会提出，北京印刷学院牵头，上海音乐出版

社、咪咕数媒、掌阅科技、北京臻鼎科技有限公司（番茄小说）等出

版企业，共同制定该标准。

2.主要工作流程

该项标准于2022年立项为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团体标准，起

草组基于相关教材编写工作，于2023年6月起研究和整理网络文学出

版领域内的数字出版编辑岗位设置和相关工作内容，并组织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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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梳理共性问题。2023年7月起，起草组开始

编写标准大纲和工作组稿，在此期间，多次征求相关网络文学出版单

位的意见，形成了标准的工作组稿文本。2023年11月17日，协会组织

召开了该标准的工作组稿评审。目前起草组已按照标准工作组稿评审

上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编制原则

本标准从网络文学出版单位的实际业务角度出发，编制了网络文

学行业数字出版编辑的岗位设置与职责、能力要求以及评价要求，确

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2.编制参考

在本文件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202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关人员发表的《数字出版编辑：概念梳理、能

力框架与职业前景》文章等文件内容。

3.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编制要求进行编制，规定了网络文学行业

数字出版编辑的岗位设置、能力要求以及相应能力评价等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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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不涉及试验。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知识产权。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并保证不与法律法规相违背。

本文件条款不涉及强制性标准要求，不与现行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暂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对从事版权与文化的相关单位进行宣讲，组织撰写

标准宣贯材料，助推该标准在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落地，扩大标准的

影响力，并积极申请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立项。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数字出版编辑岗位能力要求 网络文学》起草组

2023 年 11 月 28 日


	一、工作简况
	1.工作背景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编制原则

	3.标准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