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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笔试出版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出版专业科目测查对象主要是报考宣传文化机构、院校等单位专业技术类文职

人员岗位，从事编辑出版实务和教学科研等相关工作的考生。为了便于考生了解掌

握测查目的、测查内容和相关要求，制定本考试大纲。

一、测查目的

主要测查招考岗位所要求的出版专业基本素养和能力要素，对出版基础知识和

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出版理论和知识贯彻执行出版法律法规、解决出版

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二、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三、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

四、测查内容

主要包括出版专业基础、出版实务、编辑出版史、出版政策法规。具体内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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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出版专业基础

主要测查考生对出版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要求运用出版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考查考生理论知识及专业水平、分析判断能力和服务意识等。

第一章 出版与出版工作

一、 出版活动

出版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开展出版活动的条件；出版的一般过程。

二、我国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主要任务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的重要性；我国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出

版工作的方针原则；我国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

三、编辑工作

编辑工作的特点；编辑工作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编辑过程；编辑人员的基本

素质；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

第二章 出版物

一、出版物的概念、属性、种类

出版物的概念；出版物的属性；出版物的种类。

二、书刊的形态

书刊外表的主要部位；书刊的基本组成成分；开本；装订样式。

三、书刊的结构

图书的结构部件；期刊的结构部件；书刊的内容结构。

四、书刊的版面

版面类型；版面结构。

第三章 我国出版业

一、我国出版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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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单位、制作单位、印刷复制单位；发行单位；出版专业教育单位；出版专

业科研单位。

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分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出版专业技术人

员的管理。

第四章 出版物的文字规范

一、汉字常识及汉字使用规范

汉字及其特点；汉字的笔画、偏旁、部首和笔顺；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繁体

字；异体字；汉字使用规范。

二、汉语拼音与语音规范

《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拼写规则；汉语语音规范。

三、标点符号及其使用

标点符号的作用和种类；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

四、数字与计量单位使用规范

数字用法；计量单位。

第五章 现代汉语基础知识

一、词汇

词的构成；词形；语音；词义。

二、词的分类与运用

词的语法分类；实词；虚词。

三、句子成分

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同位语、独立语。

四、短语与句子

短语；单句及其运用；复句及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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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汉语修辞知识

一、炼词

意义的锤炼；声音的锤炼；词语的活用；炼词中常见的问题。

二、炼句

常见的几种句式；炼句中常见的问题。

三、常见的修辞方式

常见的辞格；辞格的综合运用；辞格运用中常见的问题。

第七章 古汉语及古代文化知识

一、文字

通假字；古今字。

二、词汇

单音词和双音词；词的本义与引申义；词的古义与今义。

三、实词活用

名词活用；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四、常用虚词

“以”“为”“于”；“而”“则”“与”；“所”“者”“之”；“也”“矣”“焉”“乎”

“哉”。

五、句法

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

六、标点与翻译

标点；翻译。

七、古代文化常识

天文地理；官制；科举；姓名称谓；藏书与书籍制度。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 5 —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第二篇 出版实务

主要测查考生对出版专业实务的掌握程度，要求考生掌握出版实务的基本内

容，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出版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考查考生沟通协调能力、理解表

达能力等。

第一章 出版物选题策划

一、 选题策划概述

选题与选题策划；选题策划的基本步骤；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

二、选题设计

构思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设计实施方案。

三、选题立项

选题的申报；选题的论证；立项选题的管理；选题的优化。

四、组稿

组稿的方式；组稿的步骤；约稿后的工作。

第二章 图书编辑

一、审稿与订立出版合同

审稿制度；外审；稿件质量评价；审稿结论及稿件处理。

二、编辑加工整理与审定发稿

编辑加工整理；审定发稿；发稿后的编辑工作。

三、图书辅文

图书辅文的作用；图书辅文的种类；编辑与图书辅文。

四、图书重印与再版

重印与再版的条件；重印的程序；再版的程序；重版率。

第三章 期刊出版

一、期刊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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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构成要素；期刊的媒体特点。

二、期刊的市场定位

期刊市场定位的要素；期刊市场定位的途径。

三、期刊的编辑工作

期刊编辑工作的总体特点；内容策划；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整理；稿件管理。

四、学术期刊的编辑规范化要求

摘要和关键词要求；参考文献的著录要求；学术不端行为。

第四章 书刊整体设计

一、书刊整体设计的概念和要求

书刊整体设计的概念；书刊整体设计的总体要求。

二、书刊外部装帧设计

书刊形态设计；书刊美术设计；书刊表面整饰设计。

三、书刊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的基本要求；版式设计的艺术规律；版式设计的要素；版面构图手法；

期刊版式设计的总体特点。

四、版心规格设计

版心大小的设计；版心位置的设计；版面字数的设计。

五、图书文字版式设计

正文版式设计；书眉版式设计；页码版式设计；辅文版式设计。

六、期刊文字版式设计的特点

正文版式设计特点；书眉版式设计特点；页码版式设计特点；目次页版式设计

特点。

七、书刊表格和图片的版式设计

表格版式设计；图片版式设计。

第五章 书刊校对业务

一、校对工作的规范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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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工作的规范和程序；校对工作的操作工序；校对符号。

二、校对人员的职责

校对人员的共同职责；各校次校对人员的职责；责任校对的职责。

三、文字技术处理

由电子原稿转换成的排版校样；激光照排校样的常见差错；校对软件的运用；

人机结合的校对模式。

第六章 书刊印制

一、书刊印制概述

书刊印制的概念；书刊印制常用专业用语。

二、书刊的印前工作

图文输入；图文编辑；图文输出。

三、书刊的印刷

平版印刷的工艺原理；影响印刷品颜色鲜艳程度的因素；平版印刷机的分类和

用途；数字印刷。

四、书刊的装订

书刊装订工艺流程；书页订联；书刊装帧加工。

五、书刊印制费用

制版费用；印刷费用；书刊装订及表面整饰加工费用。

第七章 音像制品出版

一、音像制品概述

音像制品的概念；音像制品的类别；音像制品的特点；音像制品的发展趋势。

二、音像制品的选题策划

脚本的审查；录音节目的编辑制作；录像节目的编辑制作；音像制品的包装设

计和要求；音像节目制作过程中的编辑工作。

三、音像制品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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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制品审查的步骤；音像制品审查的方式；审查音像制品需注意的事项。

四、音像制品的复制

磁带的复制；光盘的复制。

第八章 电子出版物出版

一、电子出版物概述

电子出版物的概念；电子出版物的类别；电子出版物的主要载体；电子出版物

的特点；国家关于电子出版物的特有规定。

二、对电子出版物编辑人员的要求

电子出版物编辑的策划能力要求；电子出版物编辑的技术能力要求。

三、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制作流程

原创性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制作流程；由纸质图书转化为电子书的编辑制作流

程；引进版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制作流程；电子出版物的包装设计。

第九章 数字出版

一、数字出版技术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媒体技术；内容标引技术。

二、数字出版产品与服务

数字书报刊；数据与数据库；数字游戏；网络广告；其他。

三、数字出版流程

数字化与出版流程再造；编审流程再造；全数字化出版流程。

四、数字出版标准

数字内容描述标准；数字内容组织标准；数字内容发布标准。

第三篇 编辑出版史

主要测查考生对编辑出版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要求考生了解中国古代编辑出

版的基本常识，掌握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的主要知识，熟悉中国社会主义编辑出版

事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了解国外编辑出版事业，测查考生编辑出版专业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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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编辑出版事业

一、古代编辑出版活动的起点

汉字的产生与发展；夏商文明与图书的起源；图书的早期形态。

二、春秋战国时期

私家著述的兴起；孔子的编辑活动及其历史意义；先秦著述的编辑与传播；竹

帛与简策制度。

三、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的文化政策与图书编校机构；两汉时期的编撰成就；刘向、刘歆的编

校活动及其历史贡献；纸的发明与图书市场的萌芽。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纂机构及其编校活动；图书品种的变化与四部分类法的

确立；纸的广泛使用与纸质书本的制作；图书编纂和社会传播活动的扩大。

五、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编校机构的活动与修史制度的确立；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图书形

制的发展；唐五代时期的编辑出版事业；唐五代的图书贸易。

六、宋辽金元时期

宋代的图书编纂机构及其编纂活动；宋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民间书坊；宋代图

书形制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两宋时期的图书发行业；辽、金、元三代的图书

编辑出版事业。

七、明清时期（截止至 1840 年）

明清政府的编纂机构与编纂活动；明代的刻书事业；清代前期的刻书事业。

第二章 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事业

一、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初始期（1840—1894）；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期（1895—

1916）；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成熟期（1917—1949）。

二、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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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义利观的转换；编辑职业化的推进；编辑部门核心地位的确立；编辑流程

的重要环节。

三、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作用

编辑出版理念的现代化凝练；推动新知识译介、生产与传播；助力新型知识共

同体的形成；对近代社团发展的多维影响；读者群体的显著变化。

四、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出版事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图书编辑出版活动；图书编辑出版必须坚持党性和政治

性；创建党刊宣传马克思学说和建党思想；宣传方针政策是党刊的灵魂；重视运用

报刊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

五、中国近代重要编辑出版机构

晚清时期的洋务派官办编辑出版机构；晚清时期民营编辑出版机构的崛起；民

国时期官办编辑出版机构；民国时期的五大民营编辑出版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

版社与新知书店；其他有影响的中小民营编辑出版机构。

六、中国近代重要编辑家

晚清重要编辑家；民国重要编辑家。

七、中国近代重要图书的编辑出版

重要丛书的编辑出版；重要工具书的编辑出版；教育类编辑出版物。

八、中国近代期刊的编辑出版

近代中文期刊出版的缘起；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早期中文期刊；这一时期的综合

性时政期刊、文学期刊、教育期刊、科技期刊、其他类型的期刊。

九、中国近代报纸的编辑出版

清末国人创办的报纸；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办报纸；民国时期的民营报纸；这一

时期报纸副刊、小报及其他。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编辑出版事业

一、前 30 年中国社会主义编辑出版事业（1949—1979 年）

编辑出版事业的奠基和发展（1949—1965年）；“文化大革命”对编辑出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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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摧残破坏（1966—1976年）；编辑出版事业的恢复与整顿（1976—1979年）。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编辑出版事业

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快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现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和

出版形态的变革；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与发展；出版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壮大；当代中

外出版交流的快速发展。

第四章 国外编辑出版事业

一、 美国编辑出版事业

较快发展的两个时期；登记制；自助出版三巨头；图书零售环节；美国书展。

二、英国编辑出版事业

英国著名出版机构；英国图书发行体系；登记制。

三、法国编辑出版事业

法国出版机构；法国图书发行方式；代理商和发行商职责。

四、德国编辑出版事业

统一定价制度；图书中间商的类型；零售渠道。

五、俄罗斯编辑出版事业

俄罗斯数字出版市场的构成；俄罗斯图书发行渠道。

六、澳大利亚编辑出版事业

注册制；澳大利亚图书发行渠道。

七、日本编辑出版事业

《关于将新闻界与政府分离开来的指令》；出版物批发商。

第四篇 出版政策法规

主要测查考生对有关出版政策法规的掌握程度，要求考生掌握有关出版活动的

政策法规和其他行为规范，运用相关政策法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考查考生对相关

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能力，强化其开展出版工作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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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关出版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其他行为规范

一、出版法与出版法规

出版准入制度；出版单位年度核验制度；出版计划备案制度；出版内容管理制

度；出版质量管理制度；出版样本送缴制度；出版业务活动管理；对出版活动的扶

持政策；对出版活动的奖惩措施；期刊发行范围的规定；期刊创办的规定；期刊变

更登记规定；期刊刊号的规定；期刊编辑出版规定；期刊广告经营规定；书号、刊

号与版号管理规定；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和发行规定；出版物的进口规定。

二、出版法规与出版职业道德

出版职业道德；中国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准则；出版法规与出版职业道德的

关系。

第二章 有关出版主体的法律规定

一、法人制度

法人的概念和特征；法人的分类；法人的成立、变更和消灭；法人的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

二、出版主体进入市场的法律规定

市场主体的设立条件；企业设立的条件与程序；公司设立的条件与程序；出版

主体设立的条件与程序：出版单位设立的条件与程序、发行单位设立的条件与程序、

印刷企业设立的条件与程序。

三、出版主体退出市场的法律规定

《企业破产法》的主要内容：破产界限/破产原因；管理人制度；破产重整制

度；债务人财产；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职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地位；金融机构

破产以及对危机金融机构的特别保护。

四、出版企业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

出版企业产、供、销方面的权利；出版企业人、财、物方面的权利；出版企业

义务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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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关出版合同的法律规定

一、出版合同的概念和订立原则

出版合同的概念和特征；出版合同的订立原则。

二、出版合同的种类和主要内容

出版合同的种类；出版合同的主要内容：合同名称、合同序言、授权条款、授

权方的义务与权利；出版者的义务和权利；其他条款。

三、签订、履行出版合同的注意事项

签订出版合同的注意事项；履行出版合同应注意的问题。

四、图书出版合同及条款解释

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和条款解释；引进版图书出版合同和条款解释。

五、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合同及条款解释

音像制品出版合同及条款解释；电子出版物出版合同及条款解释。

第四章 有关著作权的法律规定

一、著作权的基本内容

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的客体；著作权的内容。

二、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

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著作权转让合同。

三、著作权的限制

著作权的时间限制；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著作权的法定许可使用。

四、传播者权

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放权。

五、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概念及特征；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主要表现；侵犯著作权行为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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