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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稿件处理周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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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５１０６４０，广州

摘　要　自《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启用网络版稿
件采编系统以来，稿件处理周期明显缩短。文中主要对稿件处

理各环节的做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加强编辑与作者、编辑与

审稿专家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缩短稿件的处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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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有不少关于如何缩短稿件处理周期和发

表周期的观点［１６］。潘学燕等［１］将稿件处理周期划分

为前、中、后３期，提出了缩短各期处理时间的措施；张
慧等［２］从外部客观条件、制度流程、主观因素方面阐

述了缩短稿件处理周期的措施；王晴等［３］提出了加快

稿件处理速度和加大退稿率，使用现代化工作流程，加

强编辑与审稿专家合作从而达到缩短稿件处理周期的

方法。为方便作者投稿、查稿和专家审稿，实现编辑部

办公自动化，提高编辑工作效率，《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于２００７年 １月开始启用稿件采编系
统，稿件发表周期较往年有所缩短，但仍然存在稿件积

压现象；稿件处理周期明显缩短，９０％以上稿件的处理
周期少于３个月，免除了作者长时间的等待，从而吸引
更多的作者和稿源，年投稿量不断上升。文中就本刊

通过缩短稿件处理各环节的时间来缩短稿件处理周期

的做法进行分析。

１　缩短稿件处理周期的具体措施

１１　高效率收稿　采用传统的收稿方式，编辑部首先
判断稿件是否符合本刊收稿范围，然后登记稿件及作者

信息，最后分发给学科编辑。使用稿件采编系统后，由

于作者和稿件信息是由作者在线注册和投稿时填写的，

因此，编辑部在收稿时不需要登记稿件及作者信息，只

需在系统收稿界面点击“将稿件登记入库”按钮，即可将

稿件按学科提交给编辑，系统自动给稿件编号并发送收

稿回执。对于不符合收稿范围的稿件，只需点击“将稿

件退稿”按钮即可自动给作者发送退稿通知。这就大大

提高了收稿速度，缩短了稿件在收稿阶段的滞留时间。

１２　严格快速初审和遴选审稿专家　编辑初审和遴
选审稿专家是稿件处理周期中最重要的环节。为了减

少积压的待发稿件，编辑初审时要严格把关，并根据所

负责学科发稿量来决定退稿率，控制外审稿件的数量。

本刊要求编辑在２周内完成初审，因此，初审未通过的
稿件均于半个月内退稿，从而缩短稿件的处理周期。首

先，编辑对来稿进行学术不端检测。若来稿存在严重的

学术不端行为，则直接退稿并给予警告；若学术不端行

为情节较轻，则通知作者先修改再作下一步处理。然

后，编辑对不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来稿进行审阅，根据

稿件的创新点、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判断稿件是否送同

行专家评审。对于研究结果及结论无多大价值的稿件

则直接退稿；对于书写格式不规范但稿件内容较新的稿

件，就写作问题退作者修改；对于符合送专家审阅的稿

件，及时通知作者交纳审稿费。编辑一般是在收到审稿

费后才为稿件遴选审稿专家，但邮寄审稿费需要一定的

时间，因此，编辑在通知交纳审稿费时，可要求作者汇款

后将收据传给编辑部，以便编辑尽早遴选审稿专家。

同行专家审稿是决定稿件能否被录用的主要依

据，是保证期刊质量的中心环节，也是稿件处理周期中

最难把握和最希望加快速度的环节，而专家的审稿质

量和审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期刊的质量及稿件

处理周期的长短；因此，本刊很早就建立了审稿专家

库［７］，编辑在遴选专家过程中，根据专家的审稿质量

和速度、所负责学科稿件的需要，利用网络资源动态更

新、维护专家信息，至今该库中已有近 ５０００位专家的
信息，从而确保能快速地遴选合适的审稿专家。

１３　及时跟踪稿件外审情况　遴选合适的审稿专家
后，编辑可立即将稿件提交给专家，系统会自动发送电

子函件通知专家审稿。只要专家登录本刊的在线审稿

系统，就会看到编辑部呈送的待审稿件。当专家审毕

点击“审稿完成”后，审稿意见会立即上传至编辑部。

４６



　第１期 许花桃等：缩短稿件处理周期的实践

若审稿专家不熟悉稿件内容，或者没有时间审稿，则只

需点击“拒绝受理”，即可将稿件退回编辑部。为了避

免审稿专家没有收到通知审稿的函件而延误审稿，编

辑可再发一次函件，只是在此次函件主题中标注“重

发一遍”，从而保证审稿专家知道有待审阅的稿件。

此外，本刊在系统中设置好审稿时间（为３周），
在审稿通知中写明审稿意见按时返回的日期。当系统

日期为“希望审回时间”，若审稿专家还未提交评审意

见，系统会自动给专家发送催审通知，自动催审后１周
内倘若还没收到专家的评审意见或回复函件的，编辑

立即改送其他专家审稿。这样，绝大部分审稿专家能

按时返回评审意见，如果不能审稿或需要推迟一些时

间审稿的，他们都会及时发送函件告知编辑，解决了传

统邮寄审稿时间长、易丢失的问题，也避免了发送电子

函件审稿时专家经常没有收到稿件，或审稿意见返回

不及时等问题，大大缩短了审稿周期。

１４　及时准确反馈专家审稿意见　由于审稿意见由
专家在线填写，因此，编辑不需要手工录入专家的评审

意见。只要专家在线提交了评审意见，编辑可立即整

理、有选择地反馈专家意见供作者在线查看，让作者及

时了解到自己稿件的审理结果，进而进行修改。

倘若２位专家的审稿意见分歧较大，编辑则要在
领会专家意见及稿件内容的基础上决定稿件是需要找

第３位专家评审还是退稿。如果２位专家均同意修改
后发表，编辑就将稿件提交到“退修”阶段，系统自动

发送函件通知作者修改，同时要求作者填写修改说明，

并在修改稿中以下画线标出所有此次修改过的内容。

对逾期（要求１个月内返回）未修回稿件，系统会自动
发送函件提醒作者尽快返回。

编辑及时反馈审稿意见，修改稿由作者在线上传，

因此，作者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返回修改稿。

１５　作者在线查询的监督效应　作者登录本刊在线
查稿系统后，可以查看到自己稿件的状态，包括阶段的

名称、提交时间、估计完成时间和实际完成时间，从而

确定稿件当前可能的处理情况，必要时可与编辑部取

得联系。这实际上就会产生作者对编辑部的监督效

应。例如：在稿件的编辑初审阶段，若作者未看到实际

完成时间，则表明编辑还没有初审；若当前时间已超过

估计完成时间，则表明责任编辑没有及时对稿件进行

初审，此时作者可发送函件或打电话提醒编辑尽快处

理稿件。又如，稿件正处于专家审稿阶段，若作者看到

当前时间已超过估计完成时间，或者看到实际完成时

间但没有看到专家的评审意见，表明专家未给予审阅

或专家已经处理该稿件（在线提交评审意见或拒绝审

理），此时作者可询问编辑，要求编辑更换审稿专家或

将专家的评审意见发布到网上以便远程查看。编辑可

根据作者的要求，对稿件进行相关处理，进而在编辑部

产生监督效应，缩短稿件处理周期。

１６　及时审查修改稿　作者在线提交修改稿和修改
说明后，编辑即可对照稿件修改说明和退修意见，逐条

检查修改情况，并对题名、摘要、引言、图表等主要部分

进行检查。对修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告知作者重新修

改，对修改符合要求的稿件直接提交给主编终审。

１７　严格快速终审　终审是综合初审意见、专家审稿
意见和作者的修改情况对稿件进行分析和判断，是决

定稿件取舍的最后一个审稿阶段。一般要求主编在

１５ｄ内完成终审。由于采编系统实现了稿件的网络
化流程管理，因此，主编可方便地查看到稿件的各阶段

信息，包括原稿、修改稿、修改说明、编辑初审意见和审

稿专家意见，进而尽快给出终审结果。

２　结束语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启用网络版
稿件采编系统后，作者投稿、查稿和提交修改稿均通过

登录本刊网站在线进行，因而方便全国各地作者甚至

国外作者（如中国留学生）处理稿件，作者可实时查询

稿件的审理进度而产生的对编辑部的监督效应促使编

辑及时初审稿件、跟踪稿件的外审和终审情况。审稿

专家数据库的建立，编辑与审稿专家之间的密切联系，

保证了审稿质量，缩短了审稿时间，从而缩短稿件处理

周期。可见，加强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专家之间的

联系，有助于缩短稿件的处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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