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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稿件处理问题的思考

马　占　寿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７３００７０，兰州）

摘　要　针对目前网上稿件管理存在许多问题，如稿件丢失、
稿件漏发等，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给出了一个完善、系统的

稿件处理分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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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网上投稿已成为作者

投稿的主要途径。如笔者所在的编辑部，网上投稿率

已占到７０％左右。期刊编辑部的办公自动化已成为
现实，因特网已覆盖我国大中城市，部分较发达的小城

镇也已开通；所以，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

展，网上投稿取代邮寄投稿已成为必然趋势。

１　网上稿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稿件管理比较混乱　目前，一般编辑部对于网投
稿件虽然比以前重视得多，但管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并不强：一方面，不能及时告诉作者审稿的进展情况，

而且如果不设置函件自动回复功能，作者连编辑部是

否收到稿件都不清楚；另一方面，大多数编辑部仅用一

个电子邮箱收取稿件，编辑只在来稿中找出自己负责

专业的稿件，而交叉学科的稿件则可能无人问津，同时

哪些是经过初审的，哪些是作者已经修改过的，是否按

时回复了作者等情况也不清晰。

１２　退稿通知很少发出　作者收到的一般都是录用
通知书，而编辑部很少给作者发出退稿通知书；因为一

般期刊在征稿启事中都会声明“如稿件寄出３个月内
未收到采用通知者，作者可自行处理”。如此看来，不

发退稿通知似乎合情合理，但笔者认为，稿件未能录用

也应该及时告知作者，尤其是收取审稿费的编辑部，不

仅应该告知作者稿件不能录用，而且应该使作者明白

不录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如文献［１］所述，“在当

前的思想领域中，人主体性的张扬和‘以人为本’的观

念深入人心，这些都推动着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关注与

追求”。编辑部应紧跟时代步伐，满足作者的自尊心

理需求。另一方面，毕竟作者经历长时间的研究和写

作很不容易，编辑人员要珍惜其劳动成果，并促成它们

得到升级和圆满展示［２］。

１３　退修稿件有丢失现象　退修稿件指经过细节修
改可以刊出的稿件和审稿专家认为选题好、建议做大

幅度修改后重新评审的稿件。退修稿件丢失也是稿件

管理存在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有些时候，审稿专家建

议大幅度修改重审的文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好，等

到再送编辑部时，可能以前的相关信息已经删去，稿件

也就只能重新初审了。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因种种原

因没有返回需修改的稿件，对于编辑部来说，稿件也就

处于丢失状态。退修稿件丢失，对于作者和编辑部都

是一种损失，既浪费精力，又损失财力。

１４　稿件漏发时有发生　稿件漏发有３种情况：１）如
前所述，编辑在找出自己相应专业稿件时漏掉；２）审
稿专家不负责任，收到稿件后没有反馈审稿意见；

３）网络环境下作者“一稿多投”现象比较普遍，好的稿
件就会无缘于审稿周期过长的期刊，这也是一种漏发

现象。

２　原因分析

２１　管理分散，部分编辑责任心不强　编辑部多采取
分科负责形式，即不同学科的稿件由不同编辑负责。

表面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个人负责所分管的学科。

可是，这种从头到尾（从收稿到文章发表出来）的负

责，就会出现因交叉学科的文章没有编辑负责而导致

稿件丢失等问题，而且在这种分散的管理体制下，又很

少有人过问编辑对收到稿件的通盘处理情况；因此，一

般情况下发现不了出在编辑身上的种种问题，这就给

了部分责任心不强的编辑懒散处理稿件的空间，显然

这是网络稿件管理问题较多的直接原因。

２２　编辑部制度欠合理，未从作者角度考虑　客观地
讲，在编辑部与作者的关系中，编辑部处于绝对的优势

地位，所有规章制度，如征稿启事、版权声明等都是编

辑部制定的，而在这些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所有的编辑

部都很少从作者角度考虑问题，只是从编辑部自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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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出发，结果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所有

编辑部的这些规章制度大都相似，作者也就默认了。

２３　稿件量大，处理系统不畅　所有编辑部都有体
会，近年来收稿量越来越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１）
研究生扩招后，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明确要求学生在校

期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取得毕业论文答辩

的资格，使得研究生论文数量高速增长；２）网络为作
者“一稿多投”提供了便利条件，估计目前６０％以上的
作者都处于“一稿多投”的状态；３）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等单位在年终考核、职称评定、评优活动中都将论文

发表情况作为重要指标。面对稿件量猛增的态势，绝

大多数编辑部由于处于优势地位，选稿范围较广，认为

不调整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不缺可发稿件；因此，没有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比较完备的稿件处理系统，部分编

辑部虽建立了一些单项稿件管理库，但整体系统性不

强，或说没有有效连通，使稿件处理过程脱节［３６］，致

使稿件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层出不穷。

２４　微机发生故障，文件丢失　对于以计算机为主要
辅助办公工具的行业来说，因计算机发生故障而造成

损失是常发事件。对于仅有１台计算机的编辑部来
说，计算机一旦发生故障，编辑部的工作就会陷入瘫痪

状态，而硬件条件好的编辑部，如果未能及时有效地处

理好文件的管理工作，类似的情况也不可避免。

３　关于改进稿件处理程序的思考

３１　稿件流通系统　稿件从作者投稿到发表或是退
稿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杂志社事务管理细致

而复杂，要实现稿件运转无误，必须依靠现代化的管理

手段”［７］。编辑部应建立一个完善的稿件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由 Ｆｏｘｍａｉｌ软件完成［８］；有条件的编辑部，也

可以建立专门的稿件管理数据库服务器来实现［９］。

３２　专人负责稿件登记、分发、退稿等事宜　为确保
每一份稿件都能在上述流通系统中快速正常运行，编

辑部应有１人专门负责如下工作：１）接收稿件，做好
编号登记工作，并回发 Ｅｍａｉｌ告知作者稿件已经收
到。２）将稿件分类转递给相关编辑，并要求１周内告
知初审结果。３）从稿件登记日算起，１０日内将初审结
果告知作者。４）要求编辑及时告知稿件送审情况：对
于审稿通过或未通过（即退稿）者，都应做登记并于当

日告知作者；对于审稿意见为退修者，应于当日做登记

并告知作者，并要求作者７日内发回修改稿；对于审稿
要求退修重审者，也应于当日做登记并告知作者，并要

求作者１０日内发回修改稿，收到修改稿后应立即转给
编辑。５）在逾２０日审稿人未做答复的情况下，应要
求编辑更换审稿人，并将此信息告诉作者，同时审稿时

间顺延。

３３　各类稿件分库备份，定期清理　备份是防止计算
机发生故障造成稿件丢失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为便于

管理，稿件应分库备份———处于同一处理环节的稿件

归入一个文件库中。当然，计算机存储量是有限的，应

该及时清理已经刊出的稿件和已做退稿处理的稿件，

而将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拷贝到专用移动硬盘上。

３４　定期汇总稿件处理情况　与其他工作一样，稿件
处理工作也应定期做总结。总结应包含来稿数量、每

位编辑的审稿进度、出现的问题、问题出现的环节等。

通过总结，可以及时发现问题，进而不断改进网络环境

下的稿件处理工作，而稿件处理情况的汇总材料也将

成为编辑部领导分析稿源情况、了解编辑工作状况和确

定网络环境下编辑部如何更好发展的重要参照依据。

３５　制订与网络环境相适应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我们如何去做，因为人们在做事时

往往会考虑规定是怎样的，文件中是如何说的，等等。

“制度是按照某一标准而确立权利和利益的集合，一

方面它界定了不同集团的行动权限，另一方面确立了

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格局”［１０］。时代变了，工作环境

变了，编辑部和作者各自的行动权限与利益格局也应

跟着改变，原有的不适应新情况的规章制度应该修订，

或者是出台新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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