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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内容表达出发与作者建立有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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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科技论文出版过程中由于编辑与作者之间信息
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流障碍，甚至出现一些矛盾，提出将学术论

文内容与论文表现形式分离看待，编辑仅就论文的规范表达与

作者展开交流，在学术内容上充分尊重作者的主体地位，从形

式表达上提升内容的层次。这样，既可以增强科技期刊编辑的

自信心，又尊重了彼此的感受，减少矛盾，从而建立起编辑与作

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关键词　编辑；作者；学术论文；学术内容；规范表达；沟通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ｔｅｃｈｅｄｉ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ｓｆｒｏ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ＵＸｉｕｊｉｅ，ＺＨＡＯＤａｌｉａｎｇ，ＫＡＮ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ｄｉｔｏｒ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ｏｎ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ｔｏ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ｕｌｌ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Ｉｎｔｈｉｓｍａｎｎｅｒ，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
ｃａｎｂ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ｕｓｉｔ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
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ｄｉｔｏｒ；ａｕｔｈ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７１００４９，Ｘ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１１／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４３１４．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５

在学术出版过程中，编辑和作者是一对永恒的主

角。他们在科技期刊出版活动中都分别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矛盾和对立，也有和谐

和统一，是一对十足的欢喜冤家。在论文退修过程中，

编辑需要与作者密切接触、交流、沟通，尤其是对于大

学学报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间会有很多

障碍，甚至产生一些矛盾［１２］。

本文试图分析编辑与作者产生矛盾的原因以及各

自具有的优势，从而找到编辑与作者的有效沟通策略，

建立科技期刊编辑与作者之间良好的互动机制。

１　编辑与作者的矛盾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此刻你问我，
这个世界你最痛恨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

你———编辑，因为就在昨天，“我”的一篇稿子又被编

辑改了个七荤八素，“我”恨不得提着刀子去找他理

论。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出编辑与作者之间存在种种不和谐的因素［３４］。

１）作者和编辑对待文章的出发点不同。作者和
编辑在对待文章的出发点上存在差异。编辑是择优，

作者是发表。择优与发表之间就存在着退稿的可能。

作者在自己艰苦的科研工作中都非常期待有科研成果

发表，一旦经过字斟句酌、千辛万苦写出来的文章，投

稿到期刊编辑部，都希望能够顺利通过审查，尽快发

表。综合性期刊的学科编辑通常借助审稿专家的意

见，在大量的来稿中精心地挑选符合期刊办刊宗旨的

稿件［５］发表。编辑与作者就像球员与守门员，之间必

然会存在一种矛盾。

作者的能力重在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深度，一

旦稿件被拒，辛苦的工作没有得到承认，经常会抱怨编

辑不懂专业，没有发现其稿件的真正价值；编辑的能力

则重在广度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编辑，面对的

是众多学科的稿件，确实不可能精准地把握每一学科

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虽然这一直是科技期刊编辑努力

追求的），编辑会借助于专家意见及敏锐的眼光，在大

量的可用信息中慧眼识珠，捕捉到最有用、最有价值的

信息［６］。

２）作者个性表达与编者公共传播的差异。作者
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行业习惯与科技论文规范表达

之间存在差异。如果稿件有幸通过审查录用了，在编

修过程中才是编辑和作者密切接触，容易产生矛盾的

阶段。有些作者对规范表达不够重视，认为只要文章

内容有创新，表现形式不重要，会按照自己以往的习惯

甚至使用大量的口语书写论文。对于这种情况，编辑

与作者沟通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样就行”。此

外，就是一些行业习惯与编辑规范存在差异，当编辑与

作者进行协商时，经常会听到作者说“我们行业都这

么用”。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编辑耐心细致地与作者进行

反复沟通加以解决。

２　出现这些矛盾的原因

２１　编辑与作者获得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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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讲就是“我知道，你不知道”。作者和编辑分别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经年累月所获得的信息和能力是

不对称的，由此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

由于专业不同，作者通常奋斗在某一具体的科研

领域，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编辑对其专业背景、学术

造诣、行业影响力并不是很清楚，对其论文写作过程时

的考量、选择投稿期刊时的纠结没有切身体会。

编辑每天接触并阅读大量的不同学科的稿件，与

不同学科的审稿专家频繁、密切地交流和沟通，掌握期

刊的办刊宗旨和录用标准，熟悉科技论文的写作架构、

规范表达以及具有对于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编辑对

于稿件录用前的精挑细选和录用后的精雕细琢，甚至

一直关注论文发表后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对于这

些，作者通常也是很少了解的。

由此，编辑与作者之间会产生一些误解，导致沟通

与交流时发生障碍。

２２　编辑与作者看待文章的角度不同　看待同一事
物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必然会导致双方对这一问题

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会产生矛盾。

在投稿这件事情上，作者对待自己的论文态度可

能比较简单直接，既然经过精心准备，完成一篇学术论

文，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认同，顺利发表。

编辑看待文章的态度可能更加多角度、多层次，除

了考虑文章内容是否有创新、是否会成为某研究领域

的高水平论文，还要从论文发行后的传播效果及方便

读者阅读的角度考虑。编辑注重论文发表后的传播效

果，不希望发表出来的论文成为ｓｌｅｅｐｐａｐｅｒ，而希望发
表出来的论文能够为同行所借鉴，多发高被引论文一

直是科技期刊编辑追求的目标。在文章表现形式上，

编辑一般都具有以读者为导向的思维方式，规范表达

可以让读者花更少的时间就能抓住文章的重点，轻松

阅读。

由此看来，作者精心地完成科技论文写作，投稿过

程比较感性，编辑精心地挑选稿件，审稿和发表过程则

比较理性。

２３　作者常忽视文章的表现形式　在日常与作者接
触的过程中，经常会感受到作者对文章表现形式不够

重视，总认为学术内容有创新就是好文章，导致作者在

文章的表现形式上没有花时间、花精力。

事实上，科技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就如社会对自

然人的评价，既要有内在的能力和水平，又应有外在的

修养和品位，“内外兼修”才会被认为是一个高素质的

人。对于学术论文也是一样的道理，具有卓越的创新

内容，也应具有完美的、规范的表达形式，使之成为一

篇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佳作。

３　沟通策略

　　在稿件编修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大学学报类的综
合性期刊，编辑与作者沟通交流时通常有２种极端的
心态：一种是妄自菲薄，总认为自己不懂专业，不敢修

改作者的文章，作者如何表达都照单全收，新入行的综

合性科技期刊编辑经常会具有这种心态；另一种表现

为高高在上，凡事以编辑部依据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

的规定为理由，不能有效说服作者，生硬修改。显然，

这２种心态都不会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因此，笔者
认为综合性期刊的编辑，在与作者沟通时将文章的学

术内容与表现形式分离看待，文章的学术内容主要交

由作者和审稿专家负责，编辑着重立足于科技论文的

表现形式，以此为出发点，增强信心，建立与作者的有

效沟通，从而进一步提升论文的水平和层次。

编辑每天接触和阅读大量的学术论文，熟悉科技

论文写作的方方面面，如果抛开文章的学术内容，仅就

论文的表现形式而言，不论哪一学科的文章都具有的

共性问题，科技期刊编辑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此层面

上可以与作者展开良好的、有效的互动。

１）从宏观层面上讲，编辑熟知科技论文的基本架
构及每一部分应该写出的重点。比如：引言中概述国

内外研究现状，重点是需要指出该领域存在的问题，以

此引出主题；在基础理论和仿真实验得出结论后，重点

应在结果分析上，以此明晰和深化研究成果。如果作

者的文章在结构设置上存在问题，那么看起来就不像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写作重点上存在问题，那么就显

得文章缺乏研究深度，创新性不足。这些都表现出作

者在论文写作上还缺乏基本训练。

２）从微观层面上讲，实现科技期刊编排的标准化
和规范化，编辑是行家里手。

论文题名一般是一个偏正词组，不是句子，尽量使

用某一领域的上位词，避免概念过细、面面俱到，显得

重点不突出，亮点不亮。

在数字出版［８１０］大行其道的今天，摘要的传播性

远好于全文，需要重视摘要的写作，丰富、翔实的报道

性摘要，结构为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能让文章

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脱颖而出，增强了文章的显示度，

大大提高了文章的传播效果。

量和单位的正确使用，使文章概念清晰，不至于前

后混乱，方便读者阅读。

图表的自明性，甚至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不用看

文字就能明白其表达的含义。

参考文献的作用不仅代表作者掌握了多少资料，

可以将其看作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还可以体现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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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者团队研究的连续性、研究起点及层次。

编辑从这些角度与作者进行交流和沟通，以服务

作者为目的，进一步提升其论文的层次和传播性，宗旨

和目标与作者相同，跨越分歧和彼此的矛盾，达成编辑

与作者共同渴望的终极目标。

４　沟通效果

４１　发挥编辑与作者各自的优势，尊重彼此的感受　
我国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说过：“卑己而尊人是不

好的，尊己而卑人也是不好的。”可见，尊重是相互的。

要想建立良好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也应该学会互相

尊重。学术论文是作者的原创作品，作者在某一科研

领域取得一些研究成果，通过一系列专家评审，最终

获得发表权，这本身就应该获得尊重和敬佩［１１１２］。

对于文章的学术内容，编辑应充分尊重作者的主体

地位，把作者放在工作的核心位置。编辑在科技论

文的规范表达方面具有优势，除了从宏观上把握文

章的整体架构和写作重点，从微观上对文章进行凝

练题名、提炼摘要、选择关键词、规范参考文献，以

及量和符号的正确使用、合理设计图表、语言文字

准确表达和标点符号正确使用。在文章的学术内

容上，尊重作者的观点和意见；在文章规范表达上

发挥编辑的积极作用。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作者嫉妒作者，没有编辑嫉妒

作者的；因为编辑和作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彼此尊重，

发挥各自优势，建立良性互动，达成最终目标。

４２　增强科技期刊编辑的自信心　综合性科技期刊
的编辑通常面对很多专业领域的文章，不懂专业内容

是编辑很大的一个心理障碍。有时若作者再流露出一

些“你又不懂专业”这样的态度，对编辑会形成很大的

压力，编辑有时甚至会产生自卑心理，与作者的交

流自然不会顺利。如果将文章的学术内容和规范

表达分开看待，在各自具有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

既尊重了作者的感受，又增强了编辑与作者交流时

的自信心［１３］。

４３　减少和化解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矛盾　学术论文
是作者在其艰苦的科研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是作者

的原创作品。在修改文章时，编辑应具有明晰的

“边界意识”，将自己的工作性质定义在“辅助领

域”而非“原创领域”，不改动作者的学术观点，不

质疑论文的学术价值，仅就论文的规范表达与作者

进行交流和沟通。作者在学术领域获得了应有的

尊重，能大大降低其抵触甚至有些轻视编辑的心

态，那么就能够减少和化解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矛

盾，从而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合作。

５　结束语

　　在科技期刊出版活动中，编辑与作者互相依存、互
相牵制、互相促进，他们各具优势，同时又交织着矛盾，

梳理、分析、化解矛盾，使编辑与作者之间形成良好的

沟通与互动。编辑在修改论文时，将论文的学术内容

与表现形式分离看待，编辑仅针对论文的表现形式与

作者交流，不质疑论文的学术内容。让作者和编辑分

别在自己具有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既发挥了各自的

优势、尊重了彼此的感受，又建立起信心、减少了矛盾。

这样，有助于编辑与作者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共同完成

一部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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