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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稿件退修研究的回顾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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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收录科技稿件退修研究的
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统计分析法、要点描述法和主客观结合

评价法，概括出退修研究论文的分布规律和发展脉络，并用列

表方式作了简要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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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是改进科技稿件的一个必要环节，是科技期

刊编辑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初，

回顾科技论文退修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分布规律，综述

发展脉络，对改进科技期刊的退修工作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２０１１年２月底，笔者从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
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题名（标题）栏输入“退

修”，查寻整理得到有关科技论文退修研究的论文５１
篇，采用统计分析法、要点描述法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评

价法，对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１　退修研究论文分布

１１　 论文时段分布　“七五”时期１篇，“八五”时期
５篇，“九五”时期５篇，“十五”时期１７篇，“十一五”
时期２３篇。进入２１世纪后，退修研究论文显著增长，
占到这类文章总数的７８．４％。最早涉及退修研究的
论文是《学报稿件的刊用、退修、退回的原因》，作者范

永纯、潘若白，刊发于《大连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
期。最早专题研究退修的论文是《谈写好退修信》，作

者刘苏君，发表于《编辑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１２　论文第一作者单位所属学科分布　医学类 ２７
篇，理工类１６篇，农学类２篇，其他６篇。医学刊物的
作者占到了５２．９％，人文社科的作者则相对稀少，论
文寥寥，体现了不同学科刊物对稿件退修研究的重视

程度。

１３　论文刊物分布　编辑出版刊物２６篇，其中《编辑
学报》１６篇；高校学报１３篇；其他刊物９篇；会议论文
３篇。编辑出版刊物是退修研究论文刊发的主要阵
地，占发文总数的５１％。列入 ＣＳＳＣＩ（２０１０—２０１１）目
录的９种编辑出版刊物中，《编辑学报》发文数占
６１５％，是退修研究论文发表阵地的重中之重。
１４　论文选题分布　５１篇论文中，８篇兼论，４３篇专
论。其中：退修内容与方法研究侧重于研究做什么和

怎么做的问题，计３１篇，占６０．８％；退修主体研究侧
重于研究谁的问题，主要讨论编辑作用、素质、心理及

行为等，计１０篇，占１９．６％；退修原因研究５篇，侧重
研究为什么退修的问题，计５篇，占９．８％；综合研究
则涉及多个方面，计５篇，占９．８％。

２　退修研究发展脉络

２１　退修原因研究　范永纯等从刊物的性质、治学的
态度等１０个方面，分正、反２个视角，简要讨论文稿刊
用、退修、退回的原因［１］。徐前进把退稿与退修的稿

件归纳为内容一般化等７个种类，提示作者对待退稿
与退修要注意的几点［２］。这２篇早期兼论退修原因的
稿件内容失于芜杂，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数据规

范尚不具备。

程春开等对二次退修成因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并

归因于作者因素、编辑因素和审稿因素，提出避免二次

退修的４条对策：一是深刻领会审稿意见的精髓，做到
有的放矢；二是通过稿件了解作者，做到因人退修；三

是综合各方意见，做到问题一次提清；四是提高业务水

平，写好退修意见［３］。

李青等随机抽取和统计分析了２３０份退修医学论
文，按问题大小依次排列为创新性不突出、实验设计不

合理、重要资料不全等 ７个问题，并提出了应对
策略［４］。

２２　退修意义研究
周作新等将退修意义总结为提炼和优化信息、扶

持和培养作者、锻炼和提高编辑［５］。

王红等认为，稿件退修的重要性表现在为社会抢

救科技信息、为社会培养人才、可提高期刊质量和孕育

新的科研课题，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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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范把退修在期刊编辑工作中的作用归纳为４个
“有利于”：有利于提高文稿质量，有利于保护作品的

完整性，有利于密切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有利于编辑部

提高工作效率［７］。

蒋霞玲通过分析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的退

修信，得出了该刊人性化办刊的成功经验：一是为作者

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提供线索；二是有利于壮大作者

队伍和拥有高素质的作者群；三是保证了论文的学术

质量，提升了期刊的影响力；四是避免和减少了“一稿

多投”，有利于期刊的可持续发展［８］。

值得注意的是，退修意见也可能有负面作用。吴

笃卿认为，退修意见不恰当，会产生不良后果，可能使

本来较好的论文未能发表，也可能使某些人趁此弄虚

作假，造成科学丑闻［９］。

２３　退修内容研究
马立富最早提出学术论文退修的质量控制问题，

认为有新意和不自相矛盾是评价学术稿件的２条基本
标准，稿件退修质量由许多要素构成，学术质量是核心

和灵魂，文字质量属于次要问题［１０］。

周作新等把退修内容概括为删繁、去芜、补缺、纠

错和规范５种［５］。

付国彬把它分为学术问题、语言问题、规范化

问题［１１］。

陶范也总结为政治法律方面，结构方面，论点、论

据与论证方面，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和文字表述方面等

５个方面［７］。

２４　退修方法研究
１）关于退修意见。
曹作华等总结该刊文稿退修的注意点：一是为了

确保文稿的科学价值，注意对其内容、结构及统计数据

的审查与质疑；二是为保证文稿的信息价值，注意对其

标准化的审查与修改；三是尊重作者，明确要求，确保

一次退修成功［１２］。

程春开等概括了写好稿件退修意见的“一二三四

五”，即：怀着１颗平常心，综合专业和编辑２方面的审
稿意见；尊重作者、审稿人和编辑３方面的劳动；处理
好补充和删减、内容和形式、重要和次要、肯定和疑问

等４个关系；注意数据处理、标准和规范、作者姓名和
单位、图表、参考文献等５个细节［１３］。

沈志宏等认为创新论文的退修要点：一是交代起

因背景，阐明研究目的；二是疏理逻辑思路，调整研究

重心；三是合理报告结果，增补缺漏资料；四是严密推

导论证，客观评价意义［１４］。

２）关于退修信。
刘苏君列举了退修信存在的３种情况：过于抽象；

过于冗长；当明不明［１５］。

曹竹平分析了退修信写不好的４个问题：对作者
稿件未给予应有的尊重；对稿件提出的修改意见或补

充要求不明确；对稿件的审阅不够仔细，提出的意见不

明确；退修信的书写水平差［１６］。

龚晓宁等总结了在工作实践中用系统方法指导退

修信写作的经验，认为退修信作为一个系统，包含对

象、内容、目的、形式４个要素，具有整体性、相关性、动
态性、有序性 ４个特点，并举实例作了具体的分析
说明［１７］。

秦瑜把退修信分为２类，认为编辑初审退修可采
用格式化方式，编委或同行专家退修则可格式化与非

格式化相结合［１８］。

王银平研究了退修信对作者提高写作水平的作

用，提出了退修信的感情色彩问题。认为应注意洞悉

作者的投稿动机和目的，缓解挫折对作者造成的心理

压力，激发作者写作科技论文的兴趣，帮助作者提高科

技论文写作能力，慎重处理作者的反馈意见［１９２０］。

３）关于退修形式。
付国彬等认为，格式化退修既能保证修改意见具

体、详细，又能提高工作效率，并设计出了格式化的退

修单［２１］。

段桂花等突破了传统手工作业的局限，讨论了在

作者投稿时使用的Ｗｏｒｄ格式和ＰＤＦ格式电子稿件上
直接加批，既清晰直观，又易用便捷［２２］。

孙宁等研究了近２０家国内主要农业学术期刊的
退修单，发现大多数退修单与录用通知单合二为一，其

设计表现为因陋就简型、挂一漏万型、包罗万象型 ３
种，鉴于此提出退修单设计方案应包括总体意见、审稿

意见和编辑部意见３个部分［２３］。

张维维等以腾讯ＱＱ为例探讨了如何利用即时通
信软件开展稿件退修，以发挥其即时通信交流功能、传

送文件或图片功能、网络硬盘功能和视频语音通话

功能［２４］。

４）关于退修行为。
王红等指出稿件退修中存在的６个问题：照抄专

家审稿意见；将专家审稿意见原件寄给作者；退修意见

不具体、不明确；编辑不能正确对待作者的申辩；稿件

退修不及时，退修时限失控。并就怎样做好稿件退修

工作提出４条意见：一是做好审稿工作；二是掌握好退
修尺度；三是写好退修意见；四是控制好退修时限［６］。

李贵存等对 ２０００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４６种
４６期进行了抽检，发现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该退不退和
多次退修的不合理做法［２５］。

汪勤俭等调查了《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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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修回稿件２３４篇，发现超期未回的原因主要有：稿
件处理周期过长；作者不满意刊用形式；转投国外期刊；

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无法修改；编辑与作者联系不

上；外刊已刊用。并提出４项对策：一是规范管理，明确
各编辑流程的时限；及时与作者联系；积极查重，防止一

稿多投；采用网上审稿系统，优化无纸化办公［２６］。

陈红娟根据个人经验则指出：退修稿不返回的原因

为稿件处理周期过长，不能及时反馈审稿意见；编辑不

能一次性地全面表达退修意见，而是反复致信作者；退

修意见不具体、不明确；退修信措词不当、用语失范；退

修信中没有注明作者有申辩权。认为编辑：一要加强责

任心，及时反馈审稿意见；二要提高业务素质，认真写好

修改信；三要锤炼学术素养，培养学术亲和力［２７］。

２５　退修主体研究
周作新等认为，编辑退修的失误表现在工作被动、

作风粗疏、服务太差，退修工作要求编辑具有广阔的信

息视野、强烈的纠错意识、高尚的道德情操［５］。

高宏等统计分析了《中华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１年
第１期至第３期的７４封退修信，发现编辑方面意见是
学术方面意见的１．３倍，而在编辑方面的意见中，由编
辑提出的占８５％，结果显示编辑在文稿退修过程中具
有重要作用，是主宰整个编辑活动的主体［２８］。

董兵等将退修工作的经验加以总结，认为做到“三

心”“二意”，即责任心、平常心、虚心及注重文章的新意、

发掘文章的深意，是编辑做好稿件退修工作的根本［２９］。

张士莹等将编辑行为失范的表现概括为不勤、不

足、不严、不快，原因是职业道德建设有待加强，自身业

务素质有待提高，监督、奖惩制度不健全，规范编辑退

修工作需要以人为本，提升素质，健全机制［３０］。

高申等对退修中编辑主动性问题作了探讨，认为

编辑要：主动思考，重视沟通；主动突破，耐心指导；主

动建议，共同成长［３１］。

梁秋野等注意到了退修时作者的心理问题，认为

作者的心理状态是影响修稿质量的重要因素，编辑应

主动运用心理学原理去指导编辑实践，把握好作者的

心理节奏［３２３３］。

姜凤霞强调编辑稿件退修中要树立服务意识，积

极发挥主动性，增强责任心［３４］。

３　退修研究论文评价

３１　主观评价　笔者根据稿件内容的创新性、形式的
规范性和语言的艺术性，结合自己的审稿经验，首先排

除了不以退修研究为主的兼论文章和低于２０００字的
短论文章，然后把其他论文分为优秀、良好和平庸 ３
类，在数量上大体各占１／３。优秀论文集中于以《编辑
学报》为代表的主流编辑出版刊物上，平庸论文则多

分布在层次较低的某些大学学报及其他刊物上。

３２　客观评价　表１和表２所列论文基本构成了退修
研究的核心群体，也清晰地表明了退修研究优秀论文的

期刊分布。其中２００９年发表的３篇论文已进入中国知
网下载频次的前１０名，《科技期刊稿件退修中编辑主动
性的发挥》一文以１２７次的下载频次位居榜首。

表１　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被引频次≥６次的论文一览

序号 题　　名 作　者 文献来源 发表日期 知网引用频次 万方引用频次

１ 科技期刊稿件退修中编辑的工作与责任 王红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３０８ １７ １７
２ 写好稿件退修意见的＂一二三四五＂ 程春开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２１２ １４ １３
３ 做好文稿的退修工作 曹作华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１１２ １３ １１
４ 创新论文属性界定及其审稿退修要则 沈志宏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３０６ １２ １６
５ 科技期刊对于用Ｅｍａｉｌ退修稿件的编辑加工方法 段桂花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６０２ １１ ５
６ 退修论 陶范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４０４ １０ ５
７ ４６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审稿与退修程序分析 李贵存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２０６ ８ ８
８ 稿件退修要做到“三心”“二意” 董兵等 出版发行研究 ２００４０３ ７
９ 编辑在稿件退修中的作用 高宏等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００２１０ ６

３３　综合评价　笔者的主观审读评价与客观的排序
评价基本一致。优秀稿件都具备了选题新颖、结构合

理、语言凝练、形式规范的特点。尤其是近年来的退修

研究论文，呈现出选题细分化、内涵深刻化、表达精要

化的趋向。

４　结束语

　　做好稿件退修工作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但是

我们也看到，退修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偏少，与其在编辑

工作中的地位并不相称。研究成果大多立足于个体经

验，局限于技术层面，系统性、权威性的论述难得一见。

这一方面取决于编辑队伍整体素质、职业态度以及社

会环境，另一方面也给未来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提升

空间。只要科学研究持续发展，千差万别的作者、日新

月异的稿件必然给退修工作提出始料未及的挑战。围

绕着退修内容、退修主体、退修方法，甚至退修的时间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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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知网下载频次≥５１次的论文一览

序号 题　　名 作　者 文献来源 发表日期 知网下载频次

１ 科技期刊稿件退修中编辑主动性的发挥 　　高申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９０２ １２７
２ 科技期刊对于用Ｅｍａｉｌ退修稿件的编辑加工方法 　　段桂花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６０２ １２３
３ 写好稿件退修意见的“一二三四五” 　　程春开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２１２ １１９
４ 科技论文的两类退修信 　　秦瑜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５４０ １１８
５ 创新论文属性界定及其审稿退修要则 　　沈志宏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３０６ ８３
６ 退修稿件超期未回的原因及其对策 　　汪勤俭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９０４ ７７
７ 科技期刊稿件退修中编辑的工作与责任 　　王红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３０８ ７１
８ 应用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进行稿件退修的方法 　　张维维等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９０２ ６７
９ 修改退修稿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秦岭等 　西北国防医学杂志 ２００３１２ ５７
１０ 稿件退修要做到“三心”“二意” 　　董兵等 　出版发行研究 ２００４０３ ５７
１１ 退修论 　　陶范 　编辑学报 ２００４０４ ５１

和地点，将会不断地产生新的研究选题。稿件退修的

研究任重道远，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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