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０９０８
　２１（４）

促进期刊质量提高的制度建设
———《中国农业科学》的办刊实践

李云霞　周爱莲　张　娟
（《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１，北京）

摘　要　介绍《中国农业科学》为控制稿件质量所建立的一整
套制度，包括双重初审制、栏目编辑负责制、栏目专家主审制、

文稿退修格式标准化、退修稿件复审制和刊后集体审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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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是农业部主管、中国农业科学院主

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于１９６０年，是国内农业领域最
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被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分析

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库、台湾华艺数据库，以及ＣＡ、ＡＪ、ＣＡＢＩ等国内外
著名检索系统收录。２００７年总被引频次４７４６、影响因子
１．５１９，在农学类期刊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三［１］。１９９９年
荣获首届中国期刊奖，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获第２、３届国家期刊
奖提名奖，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连续１０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先后７次荣获“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
刊”称号，２００８年入选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中国农业科学》一贯坚持“质量为王”的办刊理

念，为控制稿件质量，建立并实施了一整套制度。现总

结如下，以期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双重初审制

　　编辑部对稿件的初审是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最为
重要的一环，是把握好稿件质量的第一关［２］；但是，由

于多方面的原因，初审常常被有些期刊所忽略，成为最

薄弱的一环。一种情况是编辑部接稿后不加审阅就送

请专家外审；另一种情况是编辑在审阅中只注重稿件是

否符合本刊宗旨等表面形式而忽略对论文质量的初步

判断［３］。为了提高初审的质量，《中国农业科学》建立

专人和栏目编辑双重负责的初审制度。其程序如下。

第１步，由专人对来稿的学术水平、论文内容、写作
格式、参考文献数量及质量等进行审查，对基本符合要

求的稿件发给责任编辑。为了杜绝抄袭、剽窃、一稿多

投或改头换面重新发表等行为的发生，从２００９年１月
起开始使用ＣＮＫＩ研发的“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
系统”，对来稿进行检测，排除不端论文。

第２步，由于本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农业科学的
各个领域，仅设１名专职编辑对来稿进行初审，很难完
全把握；因此，每个栏目的责任编辑在收到稿件后，结

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对目前本专业研究热点的把握对

论文再作出初步判断，对符合要求者才送专家审阅。

此次初审的重点是论文的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为了

避免判断失误使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稿件被退稿，责任

编辑的初审“门槛”应设得低一些。

经过这２步初审，大部分不符合要求的稿件已被退
稿，使得外审专家能集中精力审查确实需要他们评审的

稿件，这就保证了专家审稿的质量，提高了审稿效率。

２　栏目编辑负责制

　　本刊主要刊登农牧业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论
文和综述，下设８个栏目，每个栏目都有相对应的专业期
刊。编辑部是按办好每一种专业期刊的理念来运作每一

个栏目的，因此，每个栏目都由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编辑

负全责。栏目编辑的工作职责如下：制订并实施约稿计

划；选择审稿专家；向作者发送稿件修改意见；对文稿做

编辑加工；校对所负责栏目的稿件；向作者发送校样并对

作者修改的部分进行核对；等等。也就是说，栏目编辑负

责栏目稿件从约稿到出版的整个过程，对栏目稿件的质

量负主要责任。在服从全刊编辑出版工作的前提下，责

任编辑有一定的自主权：可根据栏目的特点和农业生产

的实际，自行制订约稿计划和实施时间，根据稿件的学术

水平，自行安排提前刊出稿件的计划，等等。

实施栏目编辑负责制，既调动了编辑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他们主动约稿，积极参加专业学术会议，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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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审稿专家建立密切联系，又强化了编辑的责任意

识，激发了编辑人员对编辑工作及相关业务的学习，提

高了期刊的编辑质量；同时，由于责任编辑负责稿件从

约稿到出版的全过程，对稿件情况非常熟悉，有利于发

现论文中哪怕是细小的问题，并能及时予以解决。

３　栏目专家主审制

　　在严格执行“三审制”的基础上，增加栏目专家主
审环节［４］。每一个栏目都选择几位德高望重的专家

做栏目主审专家。其任务是：在外审的基础上再一次

评审稿件的学术水平；评价外审专家的审稿情况，从而

为遴选出优秀的审稿专家充实专家库提供依据。

这一制度的实施，提高了论文质量。在２００７年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首次组织的“２００６年中国百
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评选中，本刊有２篇论文入
选，２００８年又有２篇论文入选。同时，通过对外审专家
的不断遴选，优秀的审稿专家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使本

刊已进入高质量的审稿人—高质量的论文的良性循环。

４　稿件退修格式标准化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曾指出：我国科技期刊
发展的水平以及所发表的大量论文的成熟度和创新程

度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相适应［５］。这

一方面是作者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编辑的作用未能发挥

出来。其实，编辑应承担促进学术论文发育和成熟的任

务。片面强调“文责自负”的思想把文稿质量问题交回

作者，既弱化了编辑的责任，也弱化了论文的质量。

在提高论文的成熟度和创新程度方面，《中国农业科

学》作了一些探索，首先是规范摘要和引言的写法。

科技论文的摘要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

和结论这４个基本要素。为了使作者把摘要写得完
整，本刊从２００７年起推行结构式摘要，即在摘要中加
注引导词［目的］［方法］［结果］［结论］，作者在其后

写出相应内容。这样，既能保证摘要内容完整，又将研

究结果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读者很快就能作出是否阅

读全文的判断，同时也便于专家审稿和编辑加工。

引言是向读者说明本研究的来龙去脉［６］即理由。

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其“引言”中总会列举一些自己课题

的“上位”论文，但我国学术期刊的大量论文没有这个特

点，自然就不能成为高质量的原创性学术论文［５］。按照

这一要求，本刊规定引言部分应包括研究的意义、前人

研究的进展、本研究的切入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４
方面的内容，其写法类似结构式摘要，加注引导词，作者

在引导词后撰写相应内容。这样，研究课题的“上位”论

文、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或空白，以及本研究要解决的

问题就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论文的写作质量。

５　退修稿件复审制

　　稿件退修是编辑工作流程中的重要环节。本刊要
求编辑将审稿人、栏目主审专家的意见，以及摘要、引

言的标准化写法等一并发送给作者，请作者修改，在规

定时间内返回修改稿和修改说明。为了提高修改质

量，编辑部建立退修稿件的复审制度。对于需要补充

试验、结果分析不够透彻、讨论不深入的论文，一定要

将修改稿送栏目主审专家再次审阅，使之更加完善。

此过程虽增加了审稿程序，延长了审稿时间，但确实对

提高论文质量有很大作用。对复审稿件的调查表明，

确实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退修稿件，由于作者未能认真

修改，无法通过栏目专家的复审而被退稿。

６　刊后集体审读制

　　刊后集体审读是期刊自身总结经验和自我完善的
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７］，是保证期刊质量的重要举

措。本刊在每期出版后都组织责任编辑、排版人员进

行集体审读，审读的重点是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排版格

式和装帧质量等，同时对论文的摘要、引言部分格式化

写作方面也进行审读。其好处是：首先，找出期刊中存

在的共同问题，大家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有利于各栏目

统一标准，促进编排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第二，通过审

读明确责任，有利于提高编辑和排版人员的责任心；第

三，责任编辑加深了对编辑与出版要求的理解，从而提

高了编辑人员业务素质；第四，有利于编辑部营造相互

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工作氛围。

７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０８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
报告：核心版［Ｍ］．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　亓桂梅．浅谈专业期刊初审的重要作用［ＥＢ／ＯＬ］．（２００８
０７２４）［２００９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ｏｙｅ．ｎｅｔ／Ｎｅｗｓ．ａｓｐｘ？
ＩＤ＝２８０２９７

［３］　何苏，袁国君，朱和平．学术性科技期刊编辑初审的关键
性原则［Ｊ］．编辑学报，１９９８，１０（增刊）：４２４３

［４］　李云霞．加强审稿专家队伍的动态管理［Ｊ］．编辑学报，
２００５，１７（１）：６６６７

［５］　冯长根．科技期刊的创新与发展［Ｒ］．北京：第四届中国
科技期刊发展论坛，２００８

［６］　肖威．论文引言的写法［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１０１７）［２００９０２
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ｙ１２１．ｎｅｔ／ｗｄｔｙ／ｚｙ／２００７１０／１４３８３．ｈｔｍｌ

［７］　颜巧元，王菊香．刊后集体审读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Ｊ］．
编辑学报，２００２，１４（１）：６１

（２００９０２１２收稿；２００９０３２１修回）

９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