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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应向审稿专家提供审稿辅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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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５１０２７５，广州）

摘　要　为保障审稿专家顺利地、高质量地完成审稿任务，学
术期刊应向审稿专家提供论文相关信息、期刊信息及责任编辑

信息等辅助信息，提出了提供这些信息的途径和时机；论述了

学术期刊向专家提供审稿辅助信息对其发展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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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专家审稿质量，学术期刊编辑界作了许多

研究与努力，如设计科学合理的审稿单［１］、选择合适

的审稿专家［２］、合理搭配审稿专家［３］、克服专家审稿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４］及非理性行为［５］等。此外，学术

期刊还应向审稿专家提供审稿辅助信息，以帮助专家

了解论文产生的背景，准确把握论文评审的准则，科学

地对论文作出适当的评价，才能保证审稿专家能顺利

地、高质量地完成审稿任务。

１　期刊应向审稿专家提供什么信息

１１　论文相关信息　论文相关信息主要有：１）作者
个人信息，特别是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的信息应尽可

能详细；２）课题组信息，包括作者所在课题组获得的
与稿件内容相关的基金项目名称、编号、研究状态等；

３）已发表论文信息，包括作者个人及其课题组已发表
的与稿件内容相关的论文的详细情况。根据这些信

息，审稿专家可了解研究的背景与基础，看出稿件所依

托的前期研究结果及研究的连续性，从而对稿件的可

信度及学术水平作出初步判断。

多数期刊在作者投稿时对作者简介及论文基金资

助情况有详细要求，但对与稿件内容有关的已发表论

文信息普遍缺乏关注。虽然许多作者也会自引一部分

自己或本课题组与稿件内容相关的已发表论文；但由

于期刊普遍对论文的版面及文献自引控制严格，所以

作者不太可能将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一一列出，这无疑

会妨碍专家对研究基础及背景的了解，影响专家准确

鉴定稿件的学术水平。所以，期刊应重视与稿件内容

相关的作者已发表论文信息的完善性。

１２　期刊信息　包括期刊的类别、学术水平、栏目设
置、特点、定位及发展方向等。期刊信息可使审稿专家

了解期刊的基本情况，可使专家审稿时有个标准与参

照，并根据期刊学术水平对不同的稿件采用不同的评价

尺度，形成稿件采用与否不同的审稿结论。例如，某一

稿件，若由《中国科学》送审，专家可能给以否定，若是一

般水平的刊物送审，则可能会顺利通过。所以，期刊的

综合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专家的评审结论［６］。

如今我国大多数学术期刊送审稿件时，都只提供

给专家一张审稿单，而无或只有少量的期刊信息。试

问专家对期刊的情况，特别是其学术水平都不甚了解，

如何评判某篇稿件是否能在该刊上发表？这种基本不

给专家提供任何期刊信息的做法，其主要原因是编辑

认为期刊信息是公开的，专家理应了解，所以没必要提

供了；而事实上，虽然期刊信息是公开的，但审稿专家

可能存在着信息盲点，此外，很多专家可能是多个期刊

的审稿人，他们对期刊的印象有时会混淆［６］，无法把

握稿件学术质量的评判尺度。所以，向审稿专家提供

期刊信息的做法应引起编辑的重视。

１３　责任编辑信息　包括责任编辑的姓名、通信地
址、电话、Ｅｍａｉｌ及ＱＱ号码等。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审
稿专家，可使专家在审稿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或不解，

都可随时与责任编辑沟通，或通过责任编辑与作者沟

通，从而使责任编辑协调、控制、引导着审稿过程，保证

审稿工作能顺利完成。

２　期刊应如何向审稿专家提供辅助信息

２１　途径　现在网络已成为向专家提供信息最常用
的途径。其具体方法如下。

１）Ｅｍａｉｌ。已广泛用于稿件处理过程中［７］，但它

在即时双向交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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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ＱＱ。其即时通信交流功能及视频语音通话功能
可使编辑与专家进行即时交流，了解专家审稿方面的困

难，及时提供帮助；ＱＱ传送文件、图片的功能，操作简单
方便，且传送文件的容量也较大；ＱＱ网络硬盘是一种存
储空间不受限制的网络资源共享工具，编辑可把有关的

比较固定的信息上传到ＱＱ网络硬盘中，专家可根据自己
的需要到责任编辑的共享文档中下载即可。

３）稿件采编系统。该系统中的期刊信息、责任编
辑信息及作者信息一般都比较详细，且稿件处理流程

自动化程度较高，编辑利用该系统可很方便、快捷地给

专家发送辅助信息。

４）网站。拥有自己网站的期刊，只要给专家一个链
接网址，就可使其通过网络方便地查阅期刊的所有信息。

２２　时机　向专家提供论文相关信息及责任编辑信
息的时机较易把握，编辑在送审时将信息与稿件一并

给专家即可；而期刊信息涉及到的内容较多且时有更

新，所以，向专家提供期刊信息的时机也要多样化。

１）聘请审稿专家时提供。在建立审稿专家库时，
一般应与专家签订协议，此时应将期刊的基本信息介

绍给专家［６］，最好能向专家赠送期刊。

２）稿件送审时提供。一些审稿次数较少的专家，
对期刊的情况可能不太清楚，所以，编辑在稿件送审时

可对期刊的主要信息再次作些说明。对于首次审稿的

专家，一定要附上比较详尽的期刊信息，或者提供有期

刊印刷内容全文上网的链接网址。

３）平时宣传。平时可通过各种期刊名录及征订
目录等介绍、宣传自己的期刊，而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自

建网站来全面介绍刊物情况。

３　向审稿专家提供辅助信息对期刊的影响

３１　缩短审稿周期，提高审稿质量　期刊向审稿专家
提供审稿辅助信息，首先会使专家觉得期刊与编辑部

工作认真负责，基于投桃报李的心理，专家不仅愿意审

稿，而且也会认真负责。其次，审稿辅助信息会大大节

省专家搜寻信息的时间，使专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

成审稿结论。最后，审稿辅助信息可帮助专家准确把

握审稿学术尺度，提高审稿质量。

笔者曾在所经手的１３５篇论文的首次送审中，把
７０篇作为实验组，送审时利用稿件采编系统、信件、Ｅ
ｍａｉｌ、提供链接网址、电话、赠送样刊等方法向专家提
供辅助信息，另外６５篇作为对照组，送审时只附上一
张简单的审稿单。结果显示：１）实验组拒审率大大降
低，只有６篇稿件被专家拒审（拒审率不到９％），而对
照组有１５篇稿件被拒审（拒审率高达２３％）；２）实验
组的审稿周期也明显缩短，７０篇稿件的平均审稿时间

约为２１ｄ，而对照组约为３５ｄ；３）实验组的审稿质量也
明显高于对照组，表现在审稿结论明确，审稿意见清晰

明了，而对照组中有较大比例的审稿结论模糊，甚至没

有，只对稿件中一些表面的东西作些空洞的评价。

３２　挖掘、发展优秀作者群　当前，我国优秀稿件外
流严重［９］，如何挖掘优秀作者群、吸引优秀稿件［１０］，已

成为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重要问题。审稿专家本身是

学科领域有所成就的学者，是宝贵的、高层次的作者资

源。使审稿专家了解期刊的主要栏目设置、特色及发

展规划，可吸引一部分审稿专家的高质量稿件。

例如，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从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开始设立《防震减灾》专栏，
并迅速组织了一批稿件发往全国各地审稿。在送审材

料中，我们特别加上了本刊已开设《防震减灾》专栏并

为该专栏投稿开设“绿色快速处理通道”的最新信息，

结果不仅在２周内全部收回了送审稿件，而且收到了
几篇来自这些审稿专家的有关防震减灾内容的投稿。

经审稿，这些稿件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３３　扩大期刊知名度与影响力　向审稿专家提供审
稿辅助信息也是期刊的一种宣传手段，可在高水平、高

层次的专家平台上扩大期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能使

期刊被更多的权威专家了解与认识。这对学术期刊的

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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