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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编 辑 部 退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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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科技期刊编辑部退稿的源头开始，阐述什么样的稿
件一般会退稿，如何决定退稿。编辑部应谨慎对待退稿问题。

阐明在退稿中编辑应有的态度及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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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的质量是学术期刊的生命，只有加强编辑工

作中各个环节对稿件质量的控制，才能提高期刊的整

体质量［１］。在收稿量日益大增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录

用稿件的水平和质量，退稿就成为保证期刊质量的一

条“生命线”，同时退稿还涉及到作者的利益问题；所

以，科技期刊编辑部必须做好退稿工作。

１　什么样的稿件要退稿

　　根据对《中华外科杂志》２０００年随机抽取的４００
篇退稿论文的分析，４５．２５％的退稿是由于科研设计
缺陷，３１％是由于选题不当，１３％是由于写作质量差，
８．７５％是由于对办刊宗旨不了解而盲目投稿［２］。具

体地说，退稿的原因一般包括：１）不符合办刊宗旨；２）
政治导向性错误、内容涉及机密；３）与已公开发表的
文章雷同，无创新点；４）科学性差、学术质量低；５）内
容新，质量也很高，但由于编辑推荐的审稿人专业不对

口，或评审人知识水平有限或存在某种偏见等原因而

被否定［３］。

２　如何决定退稿

２１　编辑初审退稿　据报道，国际上著名的科技期刊
中，５０％或更多的稿件已由编辑内审决定稿件的取
舍［１，４］。编辑初审主要是审查来稿是否符合本刊的宗

旨和报道范围、有无独创性、质量和发表价值如何，是

否有版面及时发表，从而决定是否送编委或有关专家

复审［５］。提高初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可以大大

减轻审稿专家的劳动强度，因此，编辑要本着对作者负

责的态度，确实给出稿件录用与不录用的理由，以及如

何改善与提高文稿质量的建议，做到坦诚、公正、实事

求是。

２２　审稿专家决定退稿　编辑不可能对所有学科文
稿的内容都熟悉，所以稿件是否有创新性，大部分是靠

审稿专家作出结论的，外审专家的审稿意见往往成为

稿件能否采用的决定性依据［６］。为了确保审稿意见

客观、公正、科学，选择合适的审稿专家至关重要。除

了在研究领域上细化外，最好选择从事过相关研究并

仍在从事该研究的专家，这样的审稿专家对研究细节

有深入的了解，在审稿时才能有效把关；但有时也有这

种情况，编辑在文稿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而审稿专家提

供的审稿意见中却没有提到。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

的，如没有选对专业对口的专家，或者因审稿专家工作

繁忙而出现疏漏，也可能是能力不足而没有发现问题

所在。这时，编辑要及时与专家商榷。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审稿专家违规、虚假的审稿意见，编辑部要追究审

稿人的责任，甚至取消其审稿资格［７］。

目前，国外高水平科技期刊的审稿多采用同行评

议制（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也称预审制［８１０］，审查重点是论文

的引言和讨论部分，主要是审查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

性；因此，经常会出现稿件各方面都有没有太大的问

题，但整体设计上没有达到期刊要求而退稿的情况，这

占总退稿率的５０％以上［１１１２］。水平越高的期刊其退

稿率越高，不少稿件的总体设计水平不能达到期刊要

求而直接被退回［１１］。国内期刊的审稿则更多地集中

在研究方法、数据结果以及文字处理等方面［１３］。

３　编辑部要正确对待退稿

３１　谨慎退稿　编辑部要保护作者的写作热情，只对
那些缺乏创新性、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作者一时也难以

修改好的文章才可作退稿处理，可以将评审意见转达

给作者，而对于那些研究内容具有创新性，但研究尚不

够深入、论据尚不够充分的稿件，可欢迎作者进一步完

善工作后再重新投稿。

３２　认真对待作者的不同意见　对作退稿处理的稿
件，都不能一棍子打死，应给作者申辩的机会并对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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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理由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申辩意见作认真分析。如

作者提出审稿专家对研究工作的某些内容认识不明

确，可将作者的回复意见再送给审稿专家，供其再审时

参考；如果作者认为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自己进行

的研究工作不相符，并且能明确指出工作的创新性及

学术意义，应将稿件另送其他专家评审。一定要做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减少退稿工作的失误。在

稿件审理过程中，编辑部要注意协调审稿专家与作者

的关系。要求审稿专家做到公正、客观、中肯，作者的

意见也可及时转给专家，力求每一篇稿件都做到专家

首肯，作者信服。

３３　退稿也需讲究策略　保护作者的自尊心，做到
“退稿不退人”。尽可能发现文章中的闪光点，哪怕文

章中的某部分文字通顺，某个图像清晰，或者表格设计

合理，都要加以肯定，并希望作者继续写作，积极向本

刊投稿［１４］。如编辑在退稿时将尖锐的审稿意见如实

转达，或采用生硬的语气和刻薄的语言贬损作者，会使

作者很有意见，从此不再向该刊投稿；所以，编辑在退

稿时应讲究策略，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比如退稿意

见的措辞要得当，肯定其优点和可取之处，这样才有助

于消除作者因退稿引起的失望与抵触，不至于伤害作

者的感情，从而赢得作者的支持和密切配合。

３４　退稿速度要尽可能快些　力争尽早、尽快通知作
者，不要积压、拖拉和敷衍。在对稿件作出实事求是评

价的同时，重在鼓励作者，调动作者的积极性。如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审稿意见能在４８ｈ内返回，如果是退稿，
只需２周时间作者就会收到退稿通知［１５］。有的编辑

部常常不及时回复，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作者继续投

稿的热情。

３５　退稿工作要尽可能地“人性化”　编辑要本着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退稿工作要人性化［１６］，切忌

对作者采用粗暴、居高临下的态度。在退稿信中编辑

最好能利用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资源、知识积累和工作

经验，向作者提出切实、具体的建设性意见，使作者能

拓宽思路，获得灵感。也可以在退稿信的结尾写上温

馨的祝福性话语，如节日前可祝作者“春节快乐”“中

秋快乐”，使作者感到来自编辑的朋友式的问候，从而

备感温暖和亲切，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如有可能，最好

附上处理其稿件的编辑的姓名，便于作者有问题时可

与编辑直接联系，以节省时间，利于编辑与作者之间的

相互交流和沟通。

对有的退稿，编辑可帮助作者重新选题立意，寻找

新的表达角度，导引利用现有资料，改成一篇新的文

章，甚至从论文撰写和规范表达的角度提出具体而详

细的修改意见，帮助并鼓励作者重新撰写论文。有时

要为作者考虑，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可以建议改投其他

相关期刊。如某作者投来的《抗震医疗救治 ×××区
的烧烫伤治疗体会》一文，专家审稿意见是：１）本文是
关于湿润烧伤疗法的文章，目前有关此疗法及其药物

湿润烧伤膏在国内烧伤界尚持争议，其科学性令人质

疑，一般主流均持反对态度，所以本文不合适；２）本文
为治疗１３例小面积烧伤的总结，内容无创新及借鉴
性，其最大特点为地震灾区处理，但文中可见与平、战

时处理无明显差别。鉴于以上２点，建议不予刊用，或
建议改投《中国 ××杂志》。有了这样详细的退稿意
见，客观中肯，相信作者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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