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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发表周期的量化控制

叶　　敏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２１００９４，南京）

摘　要　阐述登稿数、退稿率、论文发表数、论文发表周期四者
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论文发表周期的建议。认

为：在一定时期内论文发表数固定的情况下，若要有效地控制

论文发表周期，编辑部应想办法控制登稿数和退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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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周期是衡量学术期刊价值的一项重要指

标［１３］。如何有效地控制论文的发表周期已成为期刊

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理论上分析论文发表周期过长

的原因以及如何缩短论文发表周期的学术观点已经不

少［３９］。赵申琪等在分析论文发表周期过长原因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些缩短论文发表周期的措施［４８］，以及

基于作者、审者、编者、印刷者４方面的关系缩短论文
发表周期的措施［９］。这些措施对于缩短论文发表周

期是有效的，但在编辑实践中发现录用比率控制到多

少才合理，信息容量和信息密度如何控制，这些仍是难

以操作的问题。本文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出发，在阐

述论文的登稿数、退稿率、论文发表数、论文发表周期

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量化控制论文发表周期的

建议。

１　释义

　　为了便于分析，首先对一些名词进行简单解释。
１１　登稿数　投稿数指１年内某期刊编辑部收到的
稿件总数。登稿数指经初审合格后登记并送审的稿件

总数，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投稿数。

１２　初审退稿率和终审退稿率　退稿率指退稿数除
以投稿数所得之比率。严格地讲，期刊的退稿率包括

初审退稿率和终审退稿率：初审退稿率指初审退稿数

除以投稿数所得之比率；终审退稿率指终审退稿数除

以登稿数所得之比率。

１３　论文发表数　论文发表数指１年内正刊所发表
论文的总数。对于某一期刊来讲，年发表论文数基本

上是固定的。

１４　论文发表周期　指论文从投稿之日起到正式发
表所需要的时间。

２　量化应用举例

　　为了说明登稿数、退稿率、论文发表数、论文发表
周期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使这四者达

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不妨通过举例来说明。

２１　量化假设　Ａ刊为双月刊，投稿数为１０００篇，
期均发表论文３０篇，年发表论文１８０篇；Ｂ刊为月刊，
投稿数和期均发表数同Ａ刊，年发表论文３６０篇。

假设１：初审既定退稿率为 ４０％，初审接受率为
６０％，则登稿数为６００篇；终审退稿率为４０％，终审接
受率为６０％，则论文可发表数为３６０篇。那么，Ａ刊
论文发表周期为２４个月，Ｂ刊为１２个月。

假设２：初审既定退稿率为 ６０％，初审接受率为
４０％，则登稿数为４００篇；终审退稿率为４０％，终审接
受率为６０％，则论文可发表数为２４０篇。那么，Ａ刊
论文发表周期为１６个月，Ｂ刊为８个月。

假设３：初审既定退稿率为 ８０％，初审接受率为
２０％，则登稿数为２００篇；终审退稿率为４０％，终审接
受率为６０％，则论文可发表数为１２０篇。那么，Ａ刊
论文发表周期为８个月，Ｂ刊为４个月。
２２　量化结果　Ａ刊、Ｂ刊的主要区别在于刊期的长
短，或者说年论文发表数的差别：Ａ刊年论文发表数为
１８０篇；Ｂ刊年论文发表数为３６０篇。

１）虽然Ａ、Ｂ刊的期均发表数都为３０篇，年投稿
数均为１０００篇，且假设１～３中对应的初审退稿率、
终审退稿率以及年论文可发表数都相同；但２刊的论
文发表周期不同，Ａ刊分别为２４、１６、８（月），Ｂ刊分别
为１２、８、４（月），两者的论文发表周期比为２∶１。可
见，对于某一期刊，在一定时期内的投稿数、退稿率基

本不变的情况下，年论文发表数能影响论文发表周期。

２）从量化假设中可以看出，随着假设１～３中退
稿率的不同，论文发表周期也不同。可见，对于某一期

刊，在一定时期内的投稿数和论文发表数基本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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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退稿率能影响论文发表周期。

３）Ａ、Ｂ刊投稿数均为１０００篇，如果设定投稿数
为１５００篇，而相应的初审退稿率和终审退稿率都不
变，此时 Ａ、Ｂ刊的论文发表周期也发生了变化：Ａ刊
的论文发表周期改变为 ３６、２４、１２（月），Ｂ刊改变为
１８、１２、６（月）。可见，对于某一期刊，在一定时期内的
论文发表数和退稿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投稿数发生

变化，论文发表周期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２３　假设说明与分析　在量化假设中，初审退稿率设
定为变量，而终审退稿率设定为常量。理由如下：

１）初审和终审的侧重点有本质性的区别。初审
的主要目的是判断稿件是否有必要送审。审查的内容

主要集中在论文的“面”上，如论文的主题是否符合所

投刊物的办刊方向，写作格式是否符合要求，等等。终

审的主要目的是判断所投论文是否值得发表。终审的

内容主要集中在论文的“实质”内容上，如论文的创新

性、科学性等，并就论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比较具体的

修改意见，或提出论文不宜发表的主要理由。

２）初审退稿率和终审退稿率的可控性存在较大
的差别。①初审和终审的行为发生者不同。主要理由
如下：初审的行为发生在编辑部内部，行为执行者为编

辑部；终审的行为发生在编辑部外部，行为执行者为审

稿专家。从审稿原则来讲，编辑部不能指挥或影响审

稿专家或编委对论文的取舍，审稿专家或编委不可能

都对被审论文的刊物完全了解，而编辑部对于期刊的

办刊宗旨、近期办刊方向的了解程度远超过审稿专家。

②编辑部可在把握办刊方向的前提下，对所投稿件做
出“面”上的判断，判断所投论文是否有必要登记并送

审。例如，一篇涉及区域性地理、水文、地质研究方向

的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产出的论文，投到

某一高校学报，而该高校并没有开设与此研究方向相

关的专业。显然，此类论文应排在初审退稿之列，但如

果该论文送审，就有可能被审稿专家通过，建议发表。

因此，如不加强初审控制而仅依靠终审控制，其结果

是：随着期刊投稿量的增加，期刊的发表周期就会加

长。

由此可见，初审退稿率的可控性远远超过终审退

稿率，加强初审有助于使终审退稿率趋于稳定，而终审

退稿率的基本稳定有助于论文发表周期的控制。

３　讨论和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要以得出，影响论文发表周期的因
子主要有登稿数、退稿率和论文发表数。在登稿数、论

文发表数不变的前提下，退稿率是影响论文发表周期

的唯一因子，而在退稿率中，初审退稿率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加强初审，提高初审退稿率，尽可能使登稿数

稳定在一定比例范围以内，从而使终审退稿率在几年

内或一定时间内基本稳定。在登稿数、终审退稿率和

论文发表数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编辑部就能有效地控

制期刊论文发表周期。也就是说，如果编辑部想要有

效控制期刊论文发表周期，就必须花大力气去控制登

稿数和终审退稿率，使这２个变量控制成为２个常量，
从而为计算论文发表周期服务。

例如，某学报为双月刊，期发表论文３０篇，年发表
论文１８０篇。如果编辑部拟定论文发表周期为１０个
月左右，那么，经终审合格后的年论文可发表数应为

１５０篇。那么，如何才能使年论文可发表数控制在１５０
篇左右呢？已知，影响论文发表周期的因素主要有登

稿数、退稿率、论文发表数。其中，上例中的论文可发

表数已变为常量，为１５０篇，而论文的登稿数、退稿率
为未知。显然，编辑部要研究的是如何想办法控制终

审退稿率，使终审退稿之后的论文数控制在１５０篇／年
左右。如果该学报的终审退稿率在３０％ ～４０％之间，
那么论文的登稿数就应控制在２００～２８０篇范围内。

可见，期刊的论文发表周期是可以量化控制的，其

成功的关键在于编辑部要对期刊的定位和办刊方向有

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充分了解自己期刊的投稿

数、终审退稿率、年论文发表数，合理处理好登稿数、初

审退稿率、终审退稿率、年论文发表数之间的关系，从

而制订出一个适合自己期刊的论文发表周期。

４　参考文献

［１］　宋忠生．期刊出版时滞的计算方法［Ｊ］．编辑学报，１９９６，８
（２）：１０４１０６

［２］　杜利民．出版时滞的内涵研究［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４，１６
（１）：１５１６

［３］　袁天峰，黄良田．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时滞偏长的原因及对
策［Ｊ］．报刊之友，２００３（４）：６６

［４］　赵申琪，边徐勇．论数学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周期［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３，１５（６）：４１１４１３

［５］　曹智勇．关于学报论文发表周期控制的探讨［Ｊ］．江西行
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３（４）：７４７５

［６］　曹淑华．论缩短农业科技期刊论文发表周期［Ｊ］．安徽农
业科学，２００５，３３（１０）：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７］　梁明振，罗玉琴，邓海明．缩短科技论文发文时滞的对策
［Ｊ］．广西科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３）：２１３２１５

［８］　王桂珍．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时滞问题探讨［Ｊ］．科技与出
版，２００２（６）：３４３５

［９］　于国艺．科技学术期刊缩短论文发表时滞的若干措施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３，１５（４）：２４９２５０

（２００７０３１８收稿；２００７１０１５修回）

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