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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责任编辑处理稿件欠妥行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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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２５００９，江苏扬州）

摘　要　科技期刊责任编辑与作者有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的关系，然而，在编辑出版活动中，责任编辑在处理作者稿件时

常常出现多种欠妥行为。这既有责任编辑的主观原因，也有目

前编辑出版活动中相关规章制度、外界环境等方面的客观原

因。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消除和避免欠妥行为，以促进我国科

技期刊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我国科技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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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大，种类多，目前已超过５０００
种［１］。如此之多的科技期刊，要想发展，首要条件之

一必须拥有充足的稿源和众多的作者。目前，由于政

策导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高水平、创新性的论文

多数投向国外科技期刊，留在国内的高水平论文相对

较少，且短期内这种趋势无法改变。在这种严峻的办

刊形势下，科技期刊责任编辑更需发挥主观能动性，采

取多种有效措施，培育稳定的作者群和充足的稿源点，

以促进期刊的稳步发展和繁荣，并实现自身与作者的

互惠合作、共同进步；然而，在编辑活动中，责任编辑在

处理作者稿件时，常常产生多种欠妥行为，妨碍了我国

科技期刊的进一步繁荣以及我国科技学术事业的整体

发展，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１　责任编辑欠妥行为的表现

　　责任编辑作为出版活动主体之一，其本职工作在
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合理的选择和

编辑加工；然而，由于责任编辑自身及相关规章制度、

外界环境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责任编辑处理稿件时

常常出现多种欠妥行为。

１）稿件处理不力，造成作者苦等、论文时效性差
甚至丧失。作者投稿后，责任编辑没有及时登记并初

审；未事先落实好二审专家，将稿件寄给长期出差或出

国的专家审阅；未及时将稿件送专家复审，也未及时将

审稿意见反馈给作者，以致贻误稿件的修改和发表；等

等。这些稿件处理不力的结果，使得审稿周期长，论文

发表慢，时效性差甚至导致论文的价值丧失，或使作者

苦等不及，被迫一稿多投。

２）审稿时以人取文或掺杂个人的好恶和偏见。
在“三审一定制”［２］的科技期刊出版活动中，责任编辑

既是初审者，又是遴选二审专家的决定者。有些责任

编辑没有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仅仅凭论文题名或研

究方向就作出判断，对稿件的内容正确与否、是否具有

创新性、是否有理论或应用价值等没有进行严格的审

读和论证，或过分看重作者的身份、职称、名气等，存在

着以人取文而非以研究内容取文的现象，轻视或歧视

那些写作经验缺乏或不甚丰富的年轻作者，甚至违背

职业道德，将个人好恶和偏见甚至某些恩怨带到稿件

审理中。

３）选择审稿专家偏差大，造成审稿结论失真。选
择审稿专家，理应选择“小同行”，这样，稿件评审容易

到位，评审意见比较准确、全面，易于作者接受。由于

学术水平有限，现实中部分责任编辑往往选择“大同

行”甚至非对口专业的专家审稿，从而导致审稿意见

失真［３４］，引发作者不满。

４）片面采用审稿专家意见，缺少与作者的沟通与
交流。即使是“小同行”专家的审稿意见，有时因学术

观点的差异或学术竞争，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确，这种情

况在审稿中时有存在。对于这样的审稿意见，责任编

辑除需要尊重审稿专家的劳动外，还应当发挥自己的

主观能动作用，以平常而又慎重之心对专家意见进行

细细研读，并结合作者的答辩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再决定是否需要重新审稿或作退稿处理［５］。现实中，

由于多种原因，许多责任编辑对审稿专家意见不加全

面分析思考而盲目采纳，且不与作者交流和沟通，误将

一些有价值的文章扼杀于襁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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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对文稿大删大改，抹杀作者的写作风格，甚至
曲解作者的原意。由于种种原因，不同作者写作风格

各异；此外，有些作者语言表达水平相对不高，论文中

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问题，比如论点不清晰、缺乏逻辑

性、条理不清楚，甚至语句不通。在这种情况下责任编

辑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稿进行编辑加工整理是理所当

然的，然而，某些责任编辑却喜欢对作者的文章大删大

改，往往改得面目全非，有时甚至曲解作者的原意，让

作者啼笑皆非。

６）滥用“文责自负”，推卸自身责任。我国科技期
刊一般要求作者对论文的真实性负责，有些责任编辑

却因此在审稿时不认真地查找相关文献，不对作者研

究的目的、内容、背景和依据，甚至包括作者的引文是

否正确等进行考证，甚至以“文责自负”为托词，放弃

对论文的编辑加工整理［６］。一旦出现错误，便将责任

推给作者。

７）重视“形式”质量，忽视“内在”质量。科技期刊
论文原始稿件多数如同璞玉，需要编辑精雕细刻，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才能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在编校活动

中，囿于专业知识水平和编辑业务水平的局限，部分责

任编辑仅单纯从表达形式角度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和

进行编辑加工整理，而忽视对文稿中的观点正确与否，

材料数据是真是伪，以及运算、统计学处理与分析是否

正确，量和单位使用是否得当，文章结构层次是否合

理，句子表达通顺与否等“内在”质量进行分析判断，

未能向作者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并进行编辑加工整

理，放弃了责任编辑的学术把关职责。

２　责任编辑欠妥行为的原因

　　１）长期以来的被动办刊方式，使得责任编辑缺乏
主动性。我国科技期刊虽然数量庞大，但多数办刊水

平不高，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诸多指标方面与国

外期刊差距较大。这除了与我国目前许多单位评价论

文价值唯 ＳＣＩ等国外数据库是否收录，导致大量高水
平优秀论文改投国外有关外，也与我国科技期刊长期

以来“等米下锅”的被动办刊方式有关。许多责任编

辑缺少主动性，机械地应付作者来稿，不主动组织优秀

稿源，不主动了解审稿状态，不及时督促审稿专家返回

审稿意见，从而在编辑活动中常产生稿件处理不力等

欠妥行为。

２）相关制度有缺陷，使得责任编辑工作缺乏灵活
性。为规范编辑的行为，我国有各种编辑出版的规章

制度，如编辑工作职责、编辑出版人员岗位职责、审稿

制度、编辑流程规范，等等。这些规章制度为出版活动

的正常开展提供了保证，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有些

规章制度显得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暴露出自身的缺

陷和不足。比如，有些编辑出版单位的审稿制度规定，

一篇论文稿件必须有２份由审稿专家签名的书面审稿
意见单，以便存档备查。这种规定使得审稿工作必须

借依靠传统的邮寄方式，而不能通过电子函件来完成，

使得出版周期拉长，论文时效性变差甚至丧失。类似

制度上的僵化，使得部分责任编辑处理稿件时不可避

免地产生一些欠妥行为。

３）外界对编辑工作的误解，使得部分编辑心态失
衡。作者稿件经责任编辑修改后，大至学术观点的探

讨、篇章结构的布局，小至文章题名的推敲、病语病句

的修改、标点符号的订正，无不浸透了编辑的心血，但

最终“名利”却全部归作者。编辑所做的工作除作者

之外无人知晓，编辑的劳动得不到承认和尊重，有的部

门和单位在定岗定编时把编辑人员划为“辅助”人员，

使得部分责任编辑心理不平衡。这种情况也会导致编

辑处理稿件时产生欠妥行为。

４）评价体系不完善，挫伤了编辑的事业认同感。
目前科技期刊的编辑队伍，既有专职人员，也有兼职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多数兼职和部分专职编辑，原

来所从事的专业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事业，编辑仅

仅是自己的“工作”而已。而对数量众多的专职编辑

而言，虽然他们当中不乏具备某种专业和编辑双重技

能，但多数科技期刊主办单位并不认同他们的专业技

能，在职称、待遇等方面往往比其他专业人员低一等，

客观上强化了他们“编辑只是一项工作，不是一种事

业”的思想，造成许多编辑缺乏敬业爱岗精神，严重影

响编辑对待作者稿件的态度。

５）职业疲劳产生职业倦怠，使得编辑工作热情下
降。编辑工作由于具有重复性、繁杂性、利他性等特

点，特别容易引起职业倦怠［７］。经过多年的工作，许

多责任编辑面对作者的稿件，已失去最初的热情，认为

作者稿件的好坏、发表与否与己无关。反映到编辑活

动中，常常出现处理稿件不力、选择审稿专家偏差大、

盲目采用审稿专家意见、片面强调“文责自负”等欠妥

行为。

６）职称评价的功利性，使得编辑产生错误的优越
感。目前，我国实行科技期刊总量控制，而科技人员数

量庞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提职晋级必须在

指定的某些刊物上发表论文，造成期刊市场“僧多粥

少”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者不得不有求于

期刊编辑部及其责任编辑，使得双方合作关系扭曲，作

者往往居于“屈从”的地位，部分编辑因此而出现各种

欠妥行为。

７）某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使得部分编辑产生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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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编辑是一种需要有良好心态的职业，也是一种

需要奉献的职业。这就要求编辑树立“甘为他人做嫁

衣，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树立需要

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以及编辑对自身的严格要

求；然而，目前在编辑出版活动中，有些社刊过于强调

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加上外界某些不良的社会

风气，导致部分编辑心态浮躁，不能安心于“清贫”的

编辑工作，从而产生种种欠妥行为也就成为自然。

３　责任编辑欠妥行为的消除

　　１）培养编辑高尚的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心理情感，
提高编辑人文素质。科技期刊担负着传播科技文化知

识、推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的重任。科技期刊编辑

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工程师，高尚的思想道德和健康

的心理情感是成就合格编辑的根本［８］。

唯有如此，编辑才会有崇高的爱岗敬业精神、强烈

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高尚的职业道德操守，才会有

强烈的奉献意识和服务意识。

唯有如此，编辑才不会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外界的

误解以及自身的精神状态而产生不良情绪，也不会因

这种不良情绪在处理作者稿件时而产生主观方面的欠

妥行为。

唯有如此，编辑才不易产生职业倦怠，才不会心态

失衡，才会甘当无名英雄，以为作者成长、成才，为我国

科技学术事业的发展，默默无闻地奉献，并以此为荣。

２）倡导编辑学者化，增强学术素养和学术交流能
力，提高编辑科学素质。多年来社会一直将编辑工作

当作学术事业的依附和从属，将编辑的业务主要理解

为文字加工。为改变这一偏见，争取编辑的主体性和

应有的地位，我国科技期刊界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编辑

学者化［９］。编辑一旦实现学者化并积极投身专业科

研，其学术素养、学术交流能力大大提高，这对于促进

他们了解科研动态、掌握学科前沿信息、紧跟时代步

伐、更好地处理稿件将大有裨益，同时也能促进他们进

一步体会到作者从事科研的艰辛，从而理解、尊重他们

的劳动和成果。

３）改变办刊方式和工作作风，树立编辑的创新意
识和危机意识。目前，我国出版市场面临着对外开放、

网络出版兴起的新形势，过去“等米下锅”的被动办刊

方式已极不适应。编辑需要树立创新意识、危机意识，

增加紧迫感，并把这种紧迫感转化为动力，切实改变工

作作风，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以与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出

版竞争的环境相适应。需要充分认识到，办刊如同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应把“与时俱进”牢牢扎根于编辑

的心里，时时付诸于编辑工作的实践中。

４）实现编辑思维方式转变，树立编辑学术意识和
精品意识。编辑要改变过去“从稿件之内看稿件”的

惯性思维，学会“从稿件之外看稿件”，并使两者有机

地结合起来，综合判断稿件的内部优势和不足，及其在

所处研究领域中所达到的水平［１０］。以科学的态度秉

公处理来稿，客观、公正地评价稿件的学术水平和价

值，不因个人的好恶或偏见而影响稿件的评判结果，更

不能因学术之争、观点的不同而贬低稿件的价值并压

制其发表。对于人情稿、关系稿及名人稿，编辑应本着

对期刊和读者负责的态度严格把关，坚持“质量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办精品、出精品为己任。

５）完善出版制度，强化编辑的出版法律、法规意
识，规范编辑行为。目前编辑活动中的规章制度尚不

够完善或在操作上不够严谨，责任编辑在处理稿件时

往往会“合法”地出现不合理操作规范流程，从而产生

欠妥行为。这就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出版规章制度，

并使责任编辑严格执行操作规范流程。另外，随着我

国法律的健全和加入 ＷＴＯ后出版市场对外放开所面
临的新形势，责任编辑要进一步增强出版法律、法规意

识，遵守相关规定，合法、公正地从事编辑活动，消除职

务行为中不合规定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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