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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编委推荐制的讨论

朱　大　明
（《防护工程》编辑部，４７１０２３，河南洛阳）

摘　要　科技期刊的质量和水平主要取决于所发表论文的学
术质量。编委推荐制是保证期刊论文学术水平的一种重要举

措，值得推行。对编委推荐制的概念作进一步阐述并提出一些

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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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通常的审稿模式是责任编辑初审、

同行专家评审、编委会或主编终审。受多数期刊编辑

的专业知识所限，稿件的取舍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

同行专家审稿的结果［１］；但由于专家审稿中的非理性

因素的影响［２］尤其是审稿失范现象的存在［３］，同行专

家审稿也存在诸多问题［４５］。如何改进审稿制度，保

证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是科技期刊编辑界研究的重要课

题。文献［６］论述了由著名力学家钱伟长院士在《应
用数学和力学》上倡导的“编委推荐制”，对其实施方

法以及优点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笔者总体上表示赞

同：编委推荐制确实是学术论文发表的一种独特方式

和途径，是保证期刊论文学术水平的一种有效举措，值

得提倡；但从文献［６］的论述来看，有关编委推荐制还
有一些问题须进一步探讨或论证，尤其是作为一种学

术编辑出版制度，还应完善相应的操作细则，使其更加

规范化、合理化，以利推广实施。

１　应明确编委推荐制的概念

　　笔者认为，文献［６］对编委推荐制概念的表述存
在以下问题：

１）“稿件只要经过研究方向相同的一位编委推

荐，即予以录用发表”［６］容易使人误解为某篇稿件只

要经过作为编委的同行专家评审和推荐就可以直接发

表，而忽略了期刊责任编辑和主编对稿件发表价值综

合判断和终审定稿（包括编辑加工）的职责。

２）“优先发表编委本人的投稿”以及“对于编委直
接投稿，由主编及常务编委会直接定夺”［６］未真正体

现“编委推荐”的作用。如果将编委自己的投稿视为

“自我推荐”，那么，“由主编及常务编委会直接定夺”

则忽略了同行评议的作用。论文未经同行评审直接由

主编审定发表作为特例［４］确实存在，如 ＤＮＡ结构、狭
义相对论等著名论文都未经同行评审程序而由责任编

辑或主编审定发表［４］。如果主编对稿件的专业内容

十分熟悉，是该学科领域的专家，对稿件的学术价值可

以作出独具慧眼的判断，直接由主编审定发表当然有

其特定的合理性。总体而言，虽然编委都是某学科领

域学术造诣很高的专家或学科带头人，但凡是编委的

稿件都可不经同行评审、修改而直接由主编及常务编

委会决定发表则有失偏颇，对那些在某学科领域学术

水平确实很高但并非期刊编委的学者的稿件也意味着

不公平。

３）“作者的自由投稿经初审后，再送相关编委评
审后推荐或由同行专家评审并经编委复审后推荐”
［６］与常规的“三审”制中同行评审的做法并无区别，且

有“多此一举”之感，并未体现出编委推荐制特有的优

越性。

综上所述，根据对编委推荐制主旨的理解，笔者认

为编委推荐制的内涵应该是：经由１位或多位期刊编
委评审、推荐的某作者的论文稿件，编辑部不必再送同

行专家评审，而直接由责任编辑和主编（或编委会）审

定发表。

编委推荐制有下列３个要素：
第一，编委推荐主要是指编委对其他同行作者

（包括其他编委）论文的推荐，包括主动推荐，被动推

荐（受作者请求），但不宜包括自我推荐（否则，按文献

［６］，编委推荐的稿件一旦刊出都要署上编委姓名，那
么，某编委发表的论文再署名其本人推荐意义何

在？）；

第二，编委对稿件的推荐应建立在作为同行专家

能够对稿件进行同行评审并认定其发表价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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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实是作为同行的编委对所推荐的稿件主动履行

了“同行评审”的职责；

第三，由编委推荐的稿件必须经期刊编辑尤其是

主编综合审定是否发表。由此可见，相对常规“三审

制”而言，编委推荐制本身并不排斥同行评审，更不忽

视期刊责任编辑和主编的作用。

２　编委推荐制的意义

　　文献［６］认为，编委推荐制与传统审稿制相比具
有稿件质量高，内容新颖，有助于推动基础学科的发

展，有助于发现、培养和扶持人才，简化审稿程序，缩短

稿件发表时滞以及杜绝人情稿等诸多优点。笔者认

为，编委推荐制的实质性意义主要是：整合编委的学术

资源优势，充分调动编委的积极性，促使编委自觉担负

起为期刊发掘或开拓优秀稿源、保证期刊学术质量、扩

大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职责。

毋庸讳言，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有阵容强大的

编委会，但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却差强人意，有些编委只

是把“编委”作为一种学术荣誉而并未真正履行其职

责。提倡编委推荐制则为编委在提高办刊质量中充分

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操作平台。由于期刊编委

大都是某专业领域学术造诣很高且与同行学术交流广

泛的专家学者，能够把握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推荐优

秀稿件并对其学术价值作比较正确的专业评定；因此，

节省了编辑部对稿件再送同行专家评审的时间，避免

了某些送审稿件与审稿专家专业不对口或某些人际因

素的不利影响，确实具有简化审稿程序、缩短稿件发表

时滞的功效，同时，将推荐优秀稿件作为编委的一项具

体职责，能促进其积极关注本专业研究领域最新研究

成果，发现和扶持人才。

但须指出的是，推荐制与同行审稿制一样也可能

受人际因素的影响存在“人情推荐”的现象，而并非天

然具有“杜绝人情稿源”的作用；因此，要真正实现编

委推荐制的优势，必须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建立必要的

责任监督和约束机制，如编委推荐署名制，使其规范

化、制度化。

３　关于完善编委推荐制的建议

　　１）刊出编委推荐的论文必须在文末署明推荐人
姓名，并附上其简介，包括学历、学位、职称、工作单位

及主要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对某些重要稿件还可附

录推荐理由。其目的是表明编委对期刊所作的贡献和

所负的责任，排除人际关系因素的干扰或影响，使推荐

真正做到严肃、认真、公开、公正，以自觉维护其名誉，

避免因推荐随意、把关不严使质量不高甚至有明显错

误的稿件发表，影响编委自身名誉和期刊的学术声誉，

同时也可拓展期刊的学术交流功能。这与期刊审稿人

署名制［７８］具有同样的作用。

２）实行编委推荐制的科技期刊应将编委推荐制
的原则性要求和操作程序、注意事项等，以书面通知、

编委会议或本刊启事等方式告知全体编委，并且要在

期刊征稿简则中具体说明，以便作者决定是自由投稿

还是请编委推荐，并接受广大读者以及期刊管理部门

的监督。

３）要明确主编、责任编辑以及编委、审稿专家的
职责及其权益：编委、审稿专家在推荐中的作用是发

现、推荐优秀或有潜在学术价值的稿件，并履行客观、

公正的同行评议的职责；责任编辑和主编作为期刊质

量的主要责任者，应按照期刊宗旨、编辑方针以及内容

策划，在参考编委推荐、评审意见的基础上，对稿件的

发表价值作综合判断，以决定稿件的取舍并对录用稿

件进行编辑加工。

４）应加强与编委推荐制配套的有关制度的建设，
如编委（包括特约编委）资格审查和选举制度，稿件推

荐的质量评价，编委推荐稿件程序的规范化，推荐书的

格式设计等。

５）根据编委推荐制的原理，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非
编委同行专家推荐制的可行性及其相应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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