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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初审时对稿件非质量信息的歧视现象

金　　伟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１６０２９，辽宁大连）

摘　要　编辑在初审时对作者的身份、单位出处以及稿件是否
受到项目资助等非质量信息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从心理学

角度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弊端。呼吁编辑们应尽量

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还作者公平的发表成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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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文的初审是科学技术期刊出版工作“三审

制”中的第一步，指编辑人员对来稿进行的初步审查

和评价［１］。初审是保证期刊学术水平的“第一道关

口”，是决定期刊工作效率高低的主要环节，其操控效

果直接影响到外审、决审、编辑出版等一系列后续工

作［２］，因而各个编辑部均很重视对稿件的初审，对稿

件初审工作的研究也颇多［３６］。这些研究均关注的是

稿件本身的质量问题———这也是初审工作的重点，但

对稿件中与稿件质量无关的信息，包括作者的身份、单

位出处以及稿件是否受到项目资助等———笔者称其为

非质量信息，却关注甚少。这些信息对编辑初审的结

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时是很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决

定稿件的“命运”。毋庸置疑，编辑对这些信息存在一

定程度上的歧视，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同人的关注。

１　对作者身份的歧视

　　身份，《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指自身所处的
地位”［７］，笔者所要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即作者是硕

士研究生，是博士研究生，还是助教、讲师、副教授（副

研究员）、教授（研究员）等，教授还可以分为许多种，

如是否为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等……编辑在初审

时，对作者的身份是很敏感的，对不同身份的作者产生

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由此就会产生歧视现象。

心理学中有种现象称为“晕轮效应”，也称为“光

环效应”，它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

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

征［８］。晕轮效应实际上就是指印象来自于作者简介

之类的背景信息资料。作者的工作单位、专业、学历、

职称乃至职务等，都会形成编辑对作者的印象。编辑

通过这些线索，去推断作者的写作水平、学术水平和科

研能力等，难免会有失偏颇，从而使稿件的初审失却公

平［２，４］。

现在社会上很流行追逐名人效应，这种情况反映

在学术期刊中即为追逐学术界的“名学者、名教授、名

博导”。如果由于刊物本身地位及影响力的限制，无

从接触很有名的人，也会从来稿中选优，选择“身份”

较高的来稿者，尤其在稿件质量、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情况更是如此。现在各编辑部对在读硕士研究生的稿

件的处理尤为慎重，对此也有多人对此问题进行了研

究［９１２］，且均对研究生作者群对学术期刊的贡献及未

来的人才储备进行了肯定。但这个作者群的弊端也是

显而易见的，因而各个编辑部均对研究生的稿件采取

了严格初审的态度，把关更严，甚至有的编辑部为了提

高作者群的层次，对在读硕士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稿

件进行全面“封杀”，如果导师为第一作者则放行，这

也是典型的对作者身份的歧视。

２　对作者单位的歧视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称为“社会刻板印象”，指
“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

法”［８］。编辑由于受此现象的影响，在自己的工作、生

活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形成对不同作者群的创作水平、

科研能力、治学态度、写作能力等方面的概括而比较稳

固的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编辑初审时对稿

件的鉴别。具体表现在一般认为名牌大学、重点大学

作者的学术水平要高于非名牌、非重点大学作者的水

平，而对边远地区大学、中专及中学教师的学术水平、

科研能力的社会刻板印象差距更大，从而形成事实上

的对作者单位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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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者单位歧视现象在各编辑部也是很常见的。

突出的表现即为对来自于较低院校作者的稿件的严

审，尤其是对于来自于较低院校的、较低职称的作者的

稿件更是严上加严，有的甚至全面 “封杀”。即使稿件

的质量与别的作者处于同一水平，也一定会采用较高

单位水平的作者的稿件。这种对作者单位的歧视现象

虽然没有成为各编辑部初审稿件的原则，但是却相当

普遍地存在，已成为行内不公开的秘密。

３　对非项目稿件的歧视

　　心理学上有种现象为“首因效应”，即在社会认知
中最先给人留下的印象，即第一印象。社会心理学理

论认为，首次印象对人的社会认知活动具有强烈的影

响。第一印象的作用不但很强烈，而且作用时间也长

久［１３］。也就是说，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最先获得的印

象对人们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首因效应在社会

知觉认知中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使人们在社会认知

活动中往往表现出以知觉对象的少量信息为基础的

“概略性”认知特征。即当人们在获取了知觉对象的

少量信息时，便力图对知觉对象的其他特征进行推理、

判断，以期形成对知觉对象整体的统一形象。这一最

初印象一旦形成，人们便对后来的信息不太重视。编

辑初审时对非项目资助的文章的认知往往体现出了首

因效应这一现象。

刊载国家重大项目和科学基金成果是科技期刊把

握学术动态、及时报道学科领域最新进展的体现，是期

刊学术质量的标志，因此，科技期刊都将追求重大项目

的首发权作为办刊的主要目标之一［１４］。尤其现在的

各种期刊评价体系中，基金论文的数量是很重要的评

价指标之一，更是使各编辑部愈加重视基金项目论文，

有的甚至拒收非基金项目论文［１４］。因而，编辑在初审

非基金项目论文时，受首因效应的影响，戴着“有色眼

镜”来审稿，对于同一水平的稿件，肯定会首选基金项

目文章，形成了对非基金项目的歧视。

以上３种情况是编辑初审时常见的对稿件非质量
信息的歧视现象，这种情况存在于各编辑部，这已是圈

内人尽皆知的现象，只是程度稍有不同而已：级别高的

杂志歧视的范围较广，级别低的期刊歧视的范围则稍

窄。但有可能级别高的期刊中受歧视的对象往往是级

别较低的期刊中受欢迎的对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作者投稿时不要只追求级别高的期刊，也要考虑到命

中率。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具有发表权。这

就说明每个公民都有发表文章并被平等对待的权利。

尽管按照我国现行的知识分子评价体系和期刊评价体

系，这种歧视现象还会继续存在，但是作为编辑应该从

不同层次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这种歧视现象的发生，

还作者一个公平的发表成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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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是物理量吗？

　　在电学中没有一个物理量的名称叫“电量”的。《现代汉语
词典（第５版）》第３０７页对“电量”的释义“物体所带电荷的多
少。单位为库仑”是不正确的。按 ＧＢ３１０２．５—１９９３，单位为 Ｃ
（库仑）的量应称为“电荷量”，可简称“电荷”，但不能简称“电

量”。类似地，单位为Ｊ（焦耳）的“电能量”可以简称为“电能”，
但不能简称“电量”，《现汉》对“电能”的释义中“通常也指电

量”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郝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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