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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学术期刊的稿件录用率是当前影响期刊出版时
滞的关键因素之一。稿件录用与否和录用率的高低当由编辑

部根据论文质量和期刊特点来全面衡量和确定。提出调控录

用率和出版时滞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认为对论文进行全

程质量控制，降低录用率而增加单位空间的有效信息量，可使

科技期刊取得稿源充分而出版时滞又短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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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很多科技学术期刊编辑部针对出版时滞过长

的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如简化流程，缩短审稿、编辑

时间等，收到一些效果，但并未予以根本解决。其实，

虽然审稿时滞和编辑时滞可能影响出版时滞［１］，但录

用稿件的待发时滞［２］才是当前出版时滞最主要的组

成部分。稿件录用率直接影响待发时滞，故成为影响

出版时滞的关键因素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１　稿件录用率、刊用率和期刊出版时滞

　　稿件录用率指期刊１年内录用稿件总量与该刊当
年收稿总量的比值。科技学术期刊必须定时出版，由

于来稿在１年中各时间段上有数量差异和质量差异，
编辑部须宏观调控录用率的高低，既要保持一定数量

和质量的稿件储备，以避免期刊出版出现“等米下锅”

的困难，又不能过多储备，以避免论文积压导致出版时

滞过长的尴尬。期刊的这些本质特征就决定了录用率

与期刊质量及其稳定发展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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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结语

　　关于科技期刊类型的划分，早在１９８４年中宣部批
转国家科委《关于全国性自然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

（试行稿）》的报告［９］中就首次将科技期刊划分为学

术、技术、科普、情报４大类，到１９８７年在《全国自然科
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研究报告》［１０］中才改为５大类并
沿用至今。与 ２０年前相比，科技期刊发生了巨大变
化。对科技期刊类型划分进行修订，目的是研究科技

期刊变化后的管理策略，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客观的需

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实现按特色管理和针对性管

理，并建立健全科学管理体系，以更好地为广大科技期

刊编辑出版和管理工作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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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刊用率指期刊１年内刊出论文总量与该刊当
年收稿总量的比值。期刊每期页码固定，其刊出论文

的数量一般相对恒定。通常认为，优秀的科技学术期刊

刊用率为２０％左右［３］。如果大于这个数字，说明期刊

稿源紧张；反之，刊用率越低，说明期刊收稿多，挑选余

地大，所发表论文质量乃至整本期刊质量应当越好。

期刊出版时滞即期刊１ａ内所有论文出版日期与
收稿日期的时间差平均值，是一个衡量论文交流迅速

程度和期刊时效性的指标，也称“报道时差”或“发表

周期”［４６］。

在现代科技竞争中，论文的公开化是知识产权的

主要占有方式，尽早公开化就成为获得优先权的主要

途径；因此，科学家们都倾向选择论文“见报快”的期

刊，愈是创新度高的论文，愈要求发表时间快即出版时

滞短。能满足科学家这一需求的期刊，其总被引频次、

被引速度和影响因子也会大大提高，从而成为期刊中

的佼佼者，于是来稿源源不断。丰富的稿源虽然是期

刊的追求目标之一，但同时也带来了压力，若不视期刊

具体情况而舍不得退稿，就会在年刊稿量一定的情况

下，待发论文数越来越多，致使出版时滞越来越长。出

版时滞太长就可能造成一稿多投、重复劳动等不良趋

向，更为严重的是，论文中的创新性信息的时效性迅速

降低，学术水平极大贬值，从而减弱甚至失去科技竞争

力。这必将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整体质量，期刊也

因此逐渐失去优秀的作者，稿源大量流失，而稿源的缺

乏，又是导致录用率过高的根本原因。

２　稿件录用率的调控原则

　　我们曾对《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近几年的稿件
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一些值得深思

的现象。根据年收稿总量和刊稿总量，其２００５年的刊
用率约为 ２５％，依此，该刊质量属优［３］；由于稿源丰

富，高质量稿件的绝对数量同时增多，导致录用率不当

提高（该年高达４５％），使得出版时滞超过了１ａ。根
据《科技期刊学术类质量要求及其评估标准》中出版

时滞“少于２８０ｄ为优，大于３８０ｄ则为差”，显示该刊
在这个指标上为差［７］。这２个相互矛盾的评价结果让
我们获得了清晰的认识：过高的录用率只会给编辑部

以后的稿件处理增加困难，必须关注和调节稿件录用

率，以控制期刊的稿件储备量与日常刊用量的比例，从

而改变出版时滞越来越长的被动局面。

期刊编辑部是否录用稿件要视其绝对学术水平、

相对学术水平、学科方向与期刊的一致程度以及对该

刊的时效性，而并非只看论文本身质量；因此，外审专

家无法确定稿件的去留，只有编辑部的初审、决审才能

全面衡量，做出适合本刊的最恰当的选择［８９］。录用

率的确定和调节正是以此为指导原则，注意考虑期刊

未来几期的稿件储量，并考虑一定比例的返修或退修

稿件因故在该刊中止出版的可能。

３　稿件录用率的调控方法

　　当期刊的出版时滞比较适宜时，保持录用率相当
于刊用率即可；如果出版时滞偏长，应适当提高受理和

录用标准，将录用率降低至小于刊用率，则可缩短出版

时滞。而如果稿件储量较少，或收稿量有减少趋势，则

应提早适当降低录用标准，提高录用率至超过刊用率，

以避免出现稿源匮乏的情况，同时，要通过积极组稿、

加强宣传等方式尽快争取更多的来稿。根据我们的经

验，当刊用率约为２５％而出版时滞超过１ａ时，可通过
以下方法来降低录用率和缩短出版时滞。

首先，对来稿进行适度集约化的初审处理，可积累

３～５ｄ的稿件，但尽量不超过５ｄ，以便对这一批次稿
件的质量和特征进行比较，稿件初审通过率一般掌握

在５０％左右。如果同一批次的稿件质量总体较好，考
虑到初审标准和慎重原则［９］以及稿件质量的时段差

异，可稍大于５０％，否则尽量退稿，并进行初审数据记
录，以备月、季、半年和全年的核查和统计分析。

需要说明：初审拒绝的稿件，一些可能水平较高，

但学科针对性不强，一些水平一般，而编辑部已积压了

不少类似稿件，宜用“版面有限，建议改投”方式处理；

即使在初审编辑看来质量较差的稿件，退稿理由也应

慎重用词，因为毕竟没有经过小同行专家的评审，仅仅

是编辑根据本刊的具体情况做出的结论。控制进入外

审程序的稿件数量，是宏观调控录用率和出版时滞的

基础，可以避免经相对“漫长”的外审后才告知作者退

稿的情况出现，也节省了编辑选择外审专家并送审、办

理受理稿件手续等的时间和精力。

其次，是对外审后的稿件进行决审，择优录用其中

约５０％的稿件。与初审相似，最好采用集约化小批次
处理方式并记录数据。由初审通过率的约５０％和决
审录用率的约５０％，得出总的稿件录用率约为２５％，
与刊用率相当，即能保证论文在１ａ内刊出。

第三，当预计下年收稿量应当比较恒定且刊稿量

基本不变，可再增大退稿比例，阶段性地降低录用率

（约２５％—２０％—１５％—１２．５％，甚至更低），使出版
时滞逐步缩短（约 １ａ—１０月—８月—０．５ａ，甚至更
短），至出版时滞对于该刊来说比较理想了，则渐次恢

复录用率至２５％，就能保证期刊既具有充足的稿源，
出版时滞又较短，从而取得双赢。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自２００６年采用以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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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稿件录用率进行调控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需要

指出，这些指标数值的确定，并非先验的、一成不变的

规定。编辑部应根据本刊的特点，如学科专业的发展

状况、期刊的业内影响、期刊策划和组稿措施的有效

性、收稿量和刊稿量的变化、作者特征和出版时滞等来

制订本刊的录用率指标，以减少盲目性，提高可控性。

稿源丰富的期刊编辑部不断降低稿件录用率，那

么多出来的论文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建议和观点

是：分流论文，部分可投向质量一般、稿源较少的期刊，

部分可提炼、整合成新的质量更高、价值更大的论文，

减少那些“换汤不换药”的重复研究；同时，我们应予

宣传，对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单位在论文指标方面的评

定，不应当以论文数目论“英雄”，希望加强对论文质

量的认可权重。

４　稿件刊用率的确定

　　刊用率是录用率调控的基础，所以需要首先确定。
如果来稿很多，可适当增加刊用率，除了采取缩短刊

期、增加页码等扩版方式［１０］和出版电子期刊［１１１２］，有

效的方式还有用最少的篇幅承载更多的科技创新信

息，从而在有限的页面中发表数量更多的论文。

我们的做法是：对于期刊录用或倾向录用的稿件，

返修或退修时就提醒作者一定重视全文的言简意赅；

摘要应具有直接引用价值，但篇幅也应有限制；尽量避

免重复引证文献的内容；能用简洁文字叙述清楚的不

必采用图或表；同一组数据避免同时用图和表重复表

达；参考文献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据实引用；创新和核

心内容较少的论文以简报和快报形式刊出；等等。

此外，我们在编辑和排版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推敲。

例如：在图、表随文走的基础上，文字双栏，图、表紧凑，

须在图、表中做注的内容在文字中不必赘述，简单的图

注和表注可直接放入图、表内或图、表题中，尽量采用

国际通用的标准符号和法定计量符号，等等，使表达准

确规范和简洁明晰。《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实行“小

另起”制度（即每篇论文首尾都不与其他论文同页接

排，有利于论文在文献系统中的检索操作，同时也方便

单行本制作），故一些论文末页留白。如果论文末页

内容占版面太少（如少于１／４页），则可通过再简练、
稍紧缩或调版面，使该文减少１页。

对论文内容的严格审查，实际上也是使期刊有限

空间刊载更多有价值的科技信息进而缩短出版时滞的

途径。保证论文的学术质量是包括编辑在内的所有科

学人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的确存在学术造假、一稿

多投等科学道德问题。如果编辑不愿意看到有“不

良”论文玷污自己期刊的名声，那他就不会把对论文

内容的监控责任以“文责自负”来全部推脱。正如科

学出版社肖宏编审所说，新时代合格的科学编辑应当

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来稿学术内容的鉴别上，通过自己

的科学思维，对来稿内容进行“思维重复实验”，以“检

验其合理性和可靠性”［１３］。

５　结语

　　当今我国的科技学术论文不仅在产出速度、产出
量方面有大幅提高，学术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而科技学

术期刊的数量和容量的增长总是相对滞后；因此，编辑

部优选稿件、降低录用率，促进论文优化、增值，同时使

有限的空间具有更大的信息储备量，双管齐下，方能更

有效地控制出版时滞和提高期刊质量。可见，高质量

论文在科技期刊上的发表，其实也是编辑创造性活动

的结晶，是作者、审稿专家以及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不赞同“编辑为他人做嫁衣”的说法，好的科学编

辑，完全可以在编辑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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