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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审稿：误区·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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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出编辑审稿的误区，分析编辑审稿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提出提高编辑审稿质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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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审稿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行为，具有判断科学

性、决定权威性、职责规定性的特点［１］。近１０年来，关
于编辑审稿的讨论比较活跃［２５］。本文就编辑审稿的

误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

策，以深化对编辑审稿问题的认识。

１　编辑审稿的误区

　　误区１，编辑审稿就是责任编辑的个人审稿。有
些作者认为，审稿就是刊物的责任编辑审稿，因此，千

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责任编辑，甚至不惜以送

礼、请吃、送钱等方式，以求责任编辑“高抬贵手”。其

实审稿者是一个群体，包括责任编辑、审稿专家、副主

编、主编等几个层级，各层级的编辑分工负责，各自履

行自己的职责。一般地说，大多数责任编辑还不具有

从学术上审稿的能力，审稿主要是靠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学科带头人或专业领域的专家。责任编辑审稿与

专家审稿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６］，这一方面受限于责

任编辑的学历、资历不足，更主要的是受限于职业分工。

误区２，审稿者官职越高越权威，审稿质量越好。
权威，一般是指在某个专业技术领域造诣很深的学科

或学术带头人；但在我国现实中，有人把职务与权威划

等号，结果出现了学者官僚化的倾向———在学术上稍

有成就，往往就被封为系主任、处长、院长、校长。事实

上，某些专家当上各种“官”以后，兼职太多，长期脱离

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其知识和能力在科技发展日新月

异的今天早已落后，加上行政事务缠身，挤不出时间审

稿；所以，某些权威的审稿质量并不高。

误区３，随意跨学科跨专业审稿。学科与专业的
细化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在大学和研

究生教育上的必然要求，专家之“专”就在于他们处于

学科细化的学术前沿，研究的领域非常狭窄，运用的专

业概念、范畴、规律、体系等都非常专门化，研究的人员

也比较少。能够成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一般要有研

究生学历，又经过较长时间的教学、科研训练，离开了

专家的特定研究领域，就不能冠以“专家”之名。有的

编辑送稿不注意专家的研究方向，没有检索专家近年

的研究论文，结果出现跨学科跨专业的专家审稿，自然

其审稿意见就不专业，学术水平也不高，甚至出现同一

专业的专家无法审阅不同研究方向稿件的现象［７］。

误区４，用标新立异的概念代替实质性的创新内
容。创新性是学术期刊的灵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学术界也变得比较浮躁。有些作者喜欢用一些比较时

髦的语言来标榜论文的创新性，其研究并没有深入到

专业领域的前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有

的编辑却被其迷惑，不经核实竟表示赞同，结果自觉或

不自觉地助长了不良学风，使学术出版界在表面繁荣

的背后暗藏着创新不足的潜在危机。

２　编辑审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编辑的审稿资格问题　能否对科技论文作出比
较客观的价值判断，从而决定论文的取舍，编辑自身的

审稿资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对编辑的任职资

格不够重视，以致编辑的学历层次偏低，素质偏弱，在

日益繁重的办刊工作中，编辑倍感吃力，更重要的是刊

物的学术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一般地说，编辑的学历

应该相当或高于主要作者群的平均水平，其组稿策划

能力、审稿改稿能力、检索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很强，

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要求。

２２　编辑的审稿能力问题　从现代科技期刊对编辑
的要求看，一个成熟的编辑应该是专业领域的专家与

编辑出版专家有机结合的复合型人才。编辑要具有审

稿能力，一方面要走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在编辑岗位上

逐渐从杂家转变为专家，另一方面要强化审稿技能训

练，从侧重审阅论文的外在形式向侧重评价论文的内

在质量转变。

２３　审稿专家的选择问题　专家审稿是由于稿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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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所决定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审

稿专家的意见对论文的取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选择

审稿专家，一要充分考虑其研究的领域与方向，二要了

解其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情况与成果，三要了解其在国

内外的学术地位与影响。选择好审稿专家，对保证科

技期刊的办刊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２４　审稿标准的尺度把握问题　编辑审稿既要根据
办刊宗旨和选题计划，也要根据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规

范对稿件进行严格审查。标准作为一种客观的评判尺

度，起着统一、规范学术内容表达的特殊作用，没有标

准就无法评判论文的学术水平；但在一个标准体系中，

多种标准之间、多个审稿人对标准的认识和把握不一

致，就可能出现审稿专家的意见不统一的问题。专家

审稿要对论文的学术价值、存在问题及如何修改提出

明确而中肯的意见。由于编辑各层级的职责分工不

同，责任编辑有必要将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编辑部的

稿件处理意见和自己对稿件的具体修改意见，一次性

准确地告诉作者，以指导作者修改论文。

２５　审稿中的争议问题　审稿中责任编辑、审稿专
家、副主编、主编、编委会成员，对某篇或某几篇论文会

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

要建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机制，能够客观、公正、合理地

解决争议问题，达到认识上的相对一致。争议最大的问

题是论文的创新点是什么？论文有价值吗？某些观点

提法合适吗？此外，还有论文造假、数据不准等问题。

３　解决审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３１　提高编辑的学历、能力与素质　科技期刊的责任
编辑最好是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获得者，又经

过１年左右的编辑专业训练，再在编审的指导下工作
一两年，以获得审稿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样才

能获得真正的审稿资格。责任编辑得天独厚的角色地

位，要求他们能够审阅多学科的论文，能够了解各学科

的前沿、进展、热点、难点，能够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和

发现问题，把握学术动态和发展趋势［８］。

３２　提高编辑的审稿能力　编辑审稿能力的形成是
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只有不断培养和提高编辑的

审稿能力，才能使他们在众多的科技论文稿件中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准确地挑选出适合该刊发表的论文，

从而保证并提高刊物的质量。

３３　严格把握审稿标准　稿件是否能录用发表，应有
一个科学的、适用的并能操作的审稿标准。一般来讲，

把握标准要从严；但也要实事求是，应根据刊物类别、

办刊宗旨、稿源多少等客观情况，确定合适的稿件录用

比例：以保证期刊质量和期刊的正常出版。

３４　慎重选择审稿专家　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化和专
业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选择审稿专家一定要了解其

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专家审稿的重

点在于评判论文的真实水平，是否具有创新性，对其审

稿的要求是：１）评价论文的整体学术水平；２）存在的
主要问题；３）具体的修改意见；４）是否录用的最后审
稿意见。一般选择专家不要跨学科跨专业，最好是在

职的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学科或学术带头人。要认真

贯彻三级审稿制，确保期刊质量［９］。审稿专家的选择

不能搞终身制，要根据其审稿质量定期调整审稿人

队伍。

３５　妥善解决审稿争议问题　
１）建立复议制度。对审稿专家意见相左的，要进

行复议。方式可为编委会讨论决定，或主编、副主编、

编辑部主任讨论决定。不论何种方式，对有争议的问

题应有一个明确的“编辑部意见”。

２）建立核查制度。网络上丰富的各类信息，为准
确评价稿件质量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０］。编辑可通过计

算机检索和专家咨询，做到对稿件值得肯定之处及存

在的问题心里有底，并力求对稿件提出比较中肯的处

理意见。

３）了解作者意见和要求。解决审稿中的争议问
题，不能撇开作者。要及时听取作者的意见和要求，并

将它们与审稿专家和主编、主任等的意见一起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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