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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退改：提升科技论文品质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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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编辑工作流程加以改良———在编辑加工后退改稿
件，给出其具体操作方法，分析编后退改的意义和作用，指出了

编后退改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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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工与稿件退修是编辑工作流程中承上启

下、难以缺省的重要环节。稿件作为编辑工作的客体，

其状态是在编辑参与下发生的由良至精的多层次价值

增值过程［１］。正常状态下，编辑加工一般滞后于稿件

退修，但若对编辑流程加以改良和调整，将编辑加工后

的稿件再次退修，则于刊物和作者堪称双赢之举。

１　编后退改的具体操作方式

　　作者完成内容修改并达到刊用标准后，编者开始着
手编辑加工工作———对稿件进行全方位、彻底的质量梳

理，在保证作品风格和整体结构完整一致的情况下，条

分缕析地完成以下几方面的加工：１）对结构框架的修补
和完善；２）对相关资料的订正；３）参考文献的核对及著
录格式的检查；４）文字删改与润色；５）规范图表格式；６）
量和单位符号的正确使用；７）标示字母正斜体及通篇文
章的字体和字号；８）将存疑或需要作者再行斟酌的问题
逐条列出。完成上述加工后，编辑将稿件及附上８）的
修改意见一并交予作者，请其在电子版上修改后发回；

编辑稿需同时交回，以方便编辑随后的比较、查对。

编辑加工后退改，不是对传统编辑流程的颠覆，而

是在调整基础上的强化。这里所退改的既非“作者修

改版本”，也非“编辑部定稿版本”［２］，而是介乎两者之

间的“编辑加工版本”———对于科技学术期刊而言，这

一版本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在当今学术出版执行标

准、规范日趋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只字不动且规范方面

达标的论文实属凤毛麟角。编辑在收到作者发来的修

定稿电子版后，还要将其与加工稿进行比照、认证，在

计算机上对细节、格式等修改不到位之处再行修补订

正，最后存盘的应该是“齐、清、定”达标的论文。

当存盘电子稿积累到一定数量时，编辑可将其送交

排版人员排版。这样，在送审、退修和编辑加工的间隙，

可以分批对先期已排论文进行校对，从而形成一个“编

后退改→修正电子版→集结排版→随排随校”的良性循
环。这种工作方法对人手较少或责任编辑分期负责的

期刊尤为适用，若刊社实行自行排版，则更为便利。

２　编后退改的意义和作用

２１　化整为零，将集中编校变为常态编校　编辑逢当
期稿件发排时因埋头于一轮接一轮次的校对，有时稿

件的处理工作会暂时搁置，从而影响后续工作进程。

实施编后退改后，编辑加工在每篇稿件通过评审后即

开始，因时间充裕，其间有送审、退改的稿件可随时插

入，校对也可穿插进行。这种变“集中”为“分散”的做

法，不仅可以使编辑的修改加工更为细致、周全，而且

可以使工作疏密有致、调节有序。

２２　补漏查缺，及时修正文稿中的遗留问题　作者之
前虽然已就内容方面作了修改，编辑也曾审读过稿件，

但若非通篇文章逐字逐句推敲，有些问题是难以发现

的，特别是一些潜隐的逻辑及遣词造句问题。对于明显

疏误或有把握的问题，编辑可直接修改；对一些有歧义

或疑义的问题，编辑可逐项陈列出来请作者考量解决。

编后退修至少有以下作用：１）作者可借此全面审视编辑
所处理的文稿，若有违背原意或修改不当之处可加以补

救；２）作者若需补充新的内容或再行修改可就此一并完
成，以免在校样上修改，增加改版的工作量［３］；３）对于一
些修改较少的稿件，编后退修可视同已请作者自校，是

否还请作者校对清样可据情况灵活掌握。

２３　减少校次，有效削减了校对工作量　倘若作者是
位认真严谨之人，经编后退改修回稿件的准确程度会令

人相当满意，有的稿件甚至在正式排版后的一校即改动

极少。如此一来，不仅减轻了排版人员的工作量，责编

的校对次数也相应减少，有些论文在二校时就可请作者

校清样（甚至减免）。此外，编辑校对时间分散而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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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于外稿，外寄校样的时间可得到充分保障。

２４　培养作者，提升作者的规范化水平和写作能力　
许多国标虽已颁布多年，但作者对其知之甚少。此外，标

准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修订后的标准编辑尚且未能全

部掌握，作者则对其认知程度更低。编辑在加工中，应将

这些问题逐一标示在文中，有些甚至可用铅笔加旁注予

以说明，这样，作者不仅可以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从

而在日后避免重现过往的错误。科技论文作者中，短于

“辞章之学”者颇多，这使得文章在文字方面的问题较为

突出，一些论文甚至无法达到基本的文通字顺。编辑将

“修瑕”后的文稿送达作者手中，作者在对照修改的同时，

修辞能力与文字水平均能得到有益的提升。

２５　一一对应，强化了论文修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很多刊社都通过发布《征稿简则》对刊文格式作明确要

求，但实际来稿的形式达标者极少。其原因在于刊社发

布的乃面向全体作者的共性要求，具体到情况各异的文

章个体，针对性则有所欠缺。作者由于对标准或规范缺

乏感性认识，所以即使“有章”亦不知如何“遵循”。经

过编辑加工后，面对编辑特别针对“这一篇”稿件进行的

“一对一”修改，作者能够获得准确而鲜明的直接认识，

再遇到同类问题自然不会“故伎重演”。

２６　锤炼编辑，使其在工作实践中增长才干　加工后
退修的稿件，编辑人员所做的红笔批改一览无余地跃然

纸上，编辑的学识修养、案头功夫及编辑风格均无所遁

形地展露在作者面前。编辑能否得体地运用剪裁运化

之术使原本粗糙的作品焕然一新、熠熠生辉，作者阅后

自有定论。如果编辑的修改恰当合理，文中的疏误得以

纠正，所提出的问题确实“到位”，那么作者自然会心悦

诚服，积极配合修改。而作者对专业问题给出的合理解

释，无疑也是对编辑知识容量的拓展和扩充，会在潜移

默化中强化编辑的知识积累和专业水平。编辑的才干

就在这“编”与“改”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增长，其独特的

编辑技巧和编辑风格［４］亦在实践过程中铸就与形成。

３　编后退改需要注意的问题

３１　加工力求“及时”，退修注意“计时”　每篇稿件
都由不同客体历经多个环节完成，为了使用时实现最

小化，每一步都要做到“实时”和“及时”。特别是“直

接编辑过程”［５］中可由编辑人员自我调控的部分———

编辑加工与校对，更要避免拖延误时，实现环环相扣，

流水作业。在修改、排版等时段，编辑应为相关人员明

确规定时限，通过计时、限时达到缩短用时的目的。此

外，及时督促和催问也有利于减少逾期现象。

３２　避免越权越位修改，保持作品既定风格　《著作
权法》从法律角度限定了编辑主体的修改权限，编辑加

工要以维护作品内容和既定风格为基本尺度，尽可能

“全其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原作之不足进行“美其

风格”的再创作和二次智化活动。编辑对稿件的修改是

其职责所在，编辑既不能借口“文责自负”而疏于对稿件

的“正本清源”，也不能超出其“实然修改权”，利用掌握

出版资源的优势越权修改［６］。一味按照自己的行文风

格和写作“套路”对原作妄加修改，也属于编辑应该克服

的职业病［７］，是一种异化的强加于人的侵权行为。

３３　充分尊重作者，耐心指导作者　作者提供的是具
有独创性的原生作品，而编辑工作虽然也堪称综合性、

创造性的高强度脑力劳动，但其作为毕竟是在“辅助领

域”而非“原创领域”［８］；因此，编辑应当对自身工作有

准确而恰当的定位。尊重作者不等于对文稿中存在的

问题姑息迁就、听之任之，编辑应该耐心指出、修正文稿

中的每处疏漏，特别是一些作者不了解但却有必要知晓

的标准、规范问题，在加工时应予详细标注。编辑若能

将自己独到的编辑理念和加工技巧融入修改过程，就会

赋予作品鲜明的编辑烙印和风格特征，真正达到去瑕扬

瑜、增添魅力的编辑效果，从而获得作者的认同。

３４　强化编辑基本功，提高修改成功率 　编辑常会
以自身长久积淀的观念系统、思维模式及语言习惯作

为解读文稿内涵的参照系，因此，若其缺乏足够的专业

积累和丰厚的知识底蕴，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胜任改稿

工作，甚至还会误导作者。由此看来，具备良好的专业

素质和过硬的基本功，是做好编辑加工的当务之急。

经过编辑“通体过滤”后的文稿，若在各方面都能达到

原作所蕴含但确实没有发挥出的潜能［９］，这样的编辑

加工才是成功的，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式的完型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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