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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来稿处理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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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在自然来稿的处理中，存在着投稿回复不作为、编辑
初审标签化、稿件取舍关系化、稿件命运单一化、退稿处理非人

性化等问题。对此，编辑要树立服务至上的理念，落实稿件回

复制度，完善初审制度，质量面前一视同仁，建立稿件命运多样

化的机制，高度重视退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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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稿件大都是自然来稿，处理好自然来

稿至关重要。在自然来稿的处理中，存在着若干问题，

这伤害了作者的投稿积极性，影响了稿源数量和质量

的稳定。笔者拟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略做探讨。

１　自然来稿处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１１　稿件回复的不作为　稿件回复包括投稿回复和
审稿回复。收到投来的稿件后，应立即登记和回复，但

一些期刊对稿件回复工作并不重视。张转［１］对６８种
学报稿约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少数学报在稿约中声

明收到稿件后发回执；至于审稿回复，做得也不够，采

用给通知，不采用不通知的５７种，占８３．８％，无论采
用与否都给通知的８种，占１１．８％，不给通知的３种，
占４．４％；许多刊物通常按惯例“某个月未收到采用通
知者，作者可自行处理”，有些刊物宣称来稿必复，其

实难以坚持，更像广告宣传，失信于作者。

１２　编辑初审的标签化　一些编辑在初审时特别注
重作者的知名度、研究单位、是否基金课题等形式上的

东西［２］。只看形式上的标签，不问实质上的内容，编

辑初审陷入了一种标签化的误区。对这些形式上的标

签予以必要的重视是应该的，但将视角集中在这几个

方面而不对稿件做深入审视则有欠妥当。这实际上是

编辑看人不看文，是编辑偏见的一种不经意流露，其结

果就会轻视甚至排除那些非知名作者、非权威机构、非

基金课题论文，致使一些高质量的稿件流失。

１３　稿件取舍的关系化　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既是一
种编辑服务理念，也是一种具体的操作原则；然而，关

系的远近亲疏常常成为少数编辑取舍稿件的依据，以

关系取稿是编辑坚持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一个障

碍，对其他投稿作者有失公平，对提高期刊质量也是一

种伤害。稿件取舍的关系化最为作者所诟病，它还导

致少数作者投稿时总是想方设法地找关系，破坏了良

好的投稿氛围，损害了编辑的形象和期刊的声誉。

１４　稿件命运的单一化　稿件只有录用与不用２种
命运，在录用中，又只有全文刊登一途。稿件命运的单

一化难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稿件资源，也不能有效地提

高作者投稿的积极性。稿件命运应该也能够多样化，

至少还可做如下处理：１）来稿摘登———有些稿件难以
全文刊用，但可摘登其中有价值的部分；２）观点综
述———就自然来稿中集中讨论的问题，综合各家观点，

写出综述文章刊登；３）内部处理———有些稿件或是出
于保密需要，或是刊登出来会引起公众不安，或是反映

某方面问题有可能激化矛盾，但其问题毕竟有意义，可

将其刊登在有关的《内部通讯》上，或是摘其要点写成

报告向有关部门汇报［３］；４）存入文献中心———版面拥
挤，许多有潜在价值的论文难以发表，而它们对某些课

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作用，编辑部可建立文献中心，有

偿提供给读者检索使用，许多发达国家科技情报机构

在出版学术期刊的同时，还将此项工作作为主业，效果

良好［４］；５）出版增刊或文集———通过出版增刊、文集、
刻录光盘论文库的方式解决那些因期刊容量限制而形

成的不用稿［５］；６）网络交流———利用期刊网站，在解
决好与著作权有关的问题后，有些不用稿可上网交流，

缓解不用稿的积压状况［５］。

１５　退稿处理的非人性化　在退稿处理中，非人性化
的倾向较为严重：一是对不用稿不通知退稿，消极不作

为；二是审稿时滞长，退稿时间长，以致作者长时间等

待，误了作者改投时间；三是退稿信不写明退稿理由，

作者无从知晓缘何退稿，也无从得到一点教益；四是即

使有退稿理由，也缺乏赏识性意见，不利于增强作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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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激发其科研热情；五是态度不诚恳，措词较生硬，退

稿信缺乏艺术性，退稿又退人，不利于增加编辑对作者

的亲和力。

２　最大限度地处理好自然来稿

２１　建立稿件回复制度　一是建立收稿回复制度，收
稿立即回复；二是建立审稿回复制度，稿件无论刊用与

否，都及时回复作者，做到篇篇有结果，件件有回复；三

是建立快速通道审稿制，为适应重大原创性等稿件的

发表需要，期刊编辑部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快速通道

审稿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审稿时滞过长、回复不及时

的问题。

２２　提高编辑素养，防止初审陷入误区　编辑初审陷
入标签化的误区，源于编辑学术素养不足，职业道德不

高，编辑心态不良，初审制度不健全。编辑部应努力帮

助编辑提高学识水平，使编辑有能力深入审查论文的

学术质量；编辑要克服偏见心理和标签心理，保持良好

的心态，不管是不是名家稿、基金稿，都一视同仁；提高

职业道德水平，养成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严肃对待

每一篇稿件；建立健全初审制度，提出详细的初审要

求，制订严格的初审步骤，制订相应的处罚措施，以检

查并制约编辑的初审工作［２］。

２３　坚持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坚持平等原则
的关键是处理好关系稿。如何处理关系稿已有文献论

及［６８］，综合起来，主要应从编辑主体和制度建设方面

努力。

妥善处理“关系稿”是编辑道德标准的体现，因而

编辑要有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的品格［６］，杜绝有违编

辑职业道德的双重标准，严格把握人情与原则的界限。

期刊负责人尤须以身作则，公道正派，不徇私情，要有

拒绝利益的勇气，同时，也要为关系稿准备好退稿理

由，做好解释沟通工作，做到退稿不退人。

编辑制度是妥善处理“关系稿”的“法律保障”，可

避免功利、权势和人情的干扰［６］。这些制度［７］包括：

双向匿名审稿制，专家审稿一票否决，为杜绝关系稿筑

起一道坚固的篱墙；编委会集体定稿制，通过无记名投

票等方式取舍稿件，集体承担关系压力；限定内外稿比

例制度，关系稿虽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但可从制度上限

制其数量；编辑奖励制度，将有关期刊的一些评价指标

与编辑业绩、奖金挂钩，从物质上鼓励编辑严把质

量关。

２４　建立稿件命运多样化的机制　对于许多质量较
好但因各种原因难以刊用的稿件，编辑部应建立稿件

处理结果多样化的机制，使这些对科学研究有价值的

稿件找到自己的归宿，发挥其价值，这对期刊编辑部、

对投稿作者都是有益无害的。

２５　重视退稿工作，讲究退稿艺术　退稿工作也是事
关期刊发展的问题，不能轻视。应将不用稿及时退还

作者，态度诚恳直率，力争做到退稿不退人。应详细说

明退稿理由，尽力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以使作者了

解文稿的不足，拓宽思路，感觉投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

过程；提供一些赏识性意见，挖掘出文稿的优点，肯定

其优点和价值，这对作者是一种鼓励，使作者不因退稿

而产生沮丧情绪和悲观心理［９］。编辑若能以人为本，

竭诚服务，让作者感到编辑的真诚，相信能获得作者的

认同与理解，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３　结语

　　处理好自然来稿，制度的制订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编辑树立服务至上的编辑理

念。编辑对待自然来稿应该与特约稿一样，不分亲疏

厚薄，三六九等，满腔热情地把自然来稿当成自己的稿

件那样珍惜和爱护。只有实施审稿人性化、退稿人性

化等稿件处理的人性化服务［１０］，才能处理好自然来

稿，否则，再完善的机制和制度，缺乏编辑主体服务意

识的保证，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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