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１２
２３（６）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种科技期刊２０１０年论文发表时滞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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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国内２０种科技期刊为样本，对２０１０年发表的３１６４
篇论文的发表时滞进行了调查统计，利用计算模型，求出科技

论文的平均发表时滞为１１．６月，并将这一结果同１９８５年国内
科技论文发表时滞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出时滞与文献寿命的关

系。提出了“超短”时滞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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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论文发表时滞，是指稿件在编辑过程中滞留

的时间———从编辑部收到稿件到论文发表之间的时间，

亦称发表周期或出版时滞。发表时滞不仅反映期刊传

递信息的速度，也影响到作者的研究成果能否拥有首发

权；因此，时滞是评价期刊学术质量与水平的一项指

标［１］。稿件由编辑部收到后要经过一系列的编辑流程，

编辑流程的快慢，直接影响论文的发表时滞［２］。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科技论文的发表时滞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３６］；这些研究尽管从

时滞的内涵、构成、成因，以及如何加以缩短等方面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是与具体的时滞定量分析联

系起来的文章并不多见，且没有对一定时期内时滞的

变化规律进行细化分析，仍停留在理论探索的层面上。

基于此，本文对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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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部分科技论文发表时滞进行

山西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２００９０９１００１０９０７）

和蔓延，净化了学术风气。

７）编辑科研能力日益增强。从主要关注文字加
工、编辑素质、期刊影响因子等微观问题的初级阶段，

上升到研究期刊的市场化、集团化、国际化、网络化等

宏观问题的高级阶段。在运用传统的编辑学、体育学

知识分析的同时，还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

研究过程更为严密，研究结果更为科学，研究成果登载

于《编辑学报》等高水平期刊上。相当一部分编辑已

经能够承担国家、省市等科研课题的主持人重任。

２００４年第４次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遴选工作结
束，选出《体育科学》等１３种核心期刊。《中国运动医
学杂志》被评为“特种医学类核心期刊”。２００８年第５
次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遴选出１６种核心期刊。与此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中心遴选

出１０种“体育学专业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出 １０种“体育学”收录期刊
（即ＣＳＳＣＩ中文体育核心期刊）。这３家权威评价机
构同时认定的《体育科学》《体育与科学》《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等９种核心期刊，拥有较高的公信度，代表我
国体育学术期刊的最高水平。这个时期体育学术期刊

基本解决了“如何办好全球化背景下的高质量的体育

学术期刊”的问题，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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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统计分析，设计了计算模型，求其平均值，同时对产

生的时滞差异作分析，以期为缩短论文发表时滞，进一

步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提供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调查的目的是求出所遴选的２０种期刊论文
的平均时滞，并用这种样本去估计全国科技论文的总

平均时滞；因此，在选择调查对象时着重考虑了以下２
点：１）作为调查对象的论文数量尽可能选取得更多。
按照统计学理论，用样本平均值去估计总体平均值时，

选取的样本容量越大，这种估计就越精确。２）刊载论文
的期刊的分布面尽可能选取得更广泛。各家期刊由于

内容、刊期、稿源、编辑能力以及印刷技术的不同，其出

版速度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在选择样本期刊时，应尽量

将能从更多方面体现论文时滞差别的期刊考虑进去。

所选取的２０种期刊中：有旬刊、月刊、双月刊、季
刊等；有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刊物，有高校学报，也有

地方学术刊物。这样选取有利于缩小各个编辑部因客

观条件和编辑能力的不同而引起论文平均时滞

的差异。

采用文献调查法，半随机选择出示了收稿日期的

科技期刊２０种，共１３３期，逐种逐期逐篇考察收稿日
期和出版日期，并依据笔者设计的计算模型，计算两者

之间的时差，再将各种期刊的论文时滞进行汇总，从而

得出２０种期刊论文的平均时滞（见表１）。

表１　所调查期刊论文的发表时滞

序号 刊　名 刊期
调查

期数

论文

数量

时滞／
月

１ 数学研究与评论 双月刊 ６ １３３ ２３．５
２ 数学学报 双月刊 ６ １４０ ２２．８
３ 计量学报 双月刊 ６ １２５ １６．６
４ 固体力学学报 双月刊 ６ ７８ １５．７
５ 计算机学报 月刊 ６ １０８ １５．６
６ 自动化学报 月刊 ６ １２４ １５．１
７ 兵工学报 月刊 ６ １５８ １４．８
８ 化学试剂 月刊 ６ １６６ １１．９
９ 信息与控制 双月刊 ６ １３２ １１．１
１０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版） 双月刊 ６ １４７ ９．９
１１ 燃料化学学报 双月刊 ６ １３３ ９．６
１２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版） 月刊 ６ ２０２ ９．３
１３ 地球物理学报 月刊 ６ １６０ ８．６
１４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月刊 ６ ２５１ ８．０
１５ 中国科学（Ｂ辑） 月刊 １２ ２１２ ７．８
１６ 中国激光 月刊 ４ １８１ ７．７
１７ 科学通报 旬刊 １７ ２２２ ６．５
１８ 编辑学报 双月刊 ６ ２１２ ６．１
１９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版） 双月刊 ６ １９２ ５．８
２０ 煤炭转化 季刊 ４ ８８ ５．３
合计（平均） １３３ ３１６４ １１．６

调查的论文数量总计３１６４篇。计算公式如下：

Ｔ＝１ｎ∑
ｎ

ｉ＝１

ｘ－ｙｉ
３０。

式中：Ｔ为期刊的平均时滞，以月为单位（为计算方便，
每月统一按３０ｄ计）；ｘ为期刊的出版日期；ｙｉ为第 ｉ
篇论文的收稿日期；ｎ为发文数量。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论文发表时滞的平均值为 １１．６
月。仔细分析表１，不难发现如下现象。
１）２０种样本期刊中，时滞在１年以上的期刊有７

种，１０月以上的有９种。各期刊论文的时滞差异相当
大，论文的时滞在各期刊中的分布极不平衡，时滞最长

的期刊《数学研究与评论》长达２３．５月，最短的期刊
《煤炭转化》只有 ５．３月，它们之间的时滞差为
１８２月。

２）２０种期刊中，有４种是高校学报（包括《高等学
校化学学报》），它们的时滞相对较短，平均 ８．３月，
低于２０种期刊的平均时滞。与此相反，表 １中的
２种数学期刊的时滞则较长，分别为 ２３．５、２２．８月。
导致数学类期刊发表时滞过长的原因主要有下述 ３
点：首先，数学专业学术期刊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甚至

国外，投稿量巨大，而发文量又有限，稿件积压严重；

其次，稿件修改时间过长，如《数学进展》２０１０年第
４期发表的《广义伪有效代数及其 Ｒｉｅｓｚ同余与 Ｒｉｅｓｚ
理想》一文，其收稿日期为２００７１２０３，而修回日期为
２００９０９ ０９，修改时间长达 ２１月；最后，稿件的
专业性强，审稿难度大，导致审稿时间相对较长。高校

学报发表时滞较短则主要基于以下２点：一是单位时
间内来稿量相对较少；二是稿源大多来自校内，与作者

的联系沟通较为方便，有利于缩短审稿及稿件返修

时间。

３）《数学学报》《计量学报》《兵工学报》《中国科
学（Ｂ辑）》《科学通报》等专门报道国内最新的基础研
究成果以及阶段性研究成果，在科技期刊中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编辑、印制、出版能力均比较强，但其时滞的

差异也是相当大的：《数学学报》时滞最长，达 ２２．８
月；《科学通报》时滞最短，也达６．５月。究其原因，仍
然是稿件积压严重。《科学通报》于２０１０年由半月刊
变更为旬刊，通过缩短出版周期来增加刊物的载文量，

避免了录用稿件的堆积，加快可录用稿件的出版速度，

从而缩短了出版时滞；但时滞仍然较长，在半年以上，

说明稿件积压仍是导致论文发表时滞过长的普遍的和

主要的原因。

４）缩短论文发表时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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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因为编辑人员的素质、责任心、工作效率等诸多

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出版时滞。《编辑学报》作为编

辑领域的代表性刊物，努力缩短稿件处理时间，敢于声

明“６０天内未接到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７］；所
以，其时滞能控制在６．１月之内。这也从一个侧面印
证了编辑人员素质对时滞的影响。

上述被调查的期刊均为 ２０１０年出版的，因而
本文所述的事实也仅能反映该年度论文发表时滞的

概貌。

３　时滞与文献寿命

　　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时间性一样，文献也是有寿
命的。情报学意义上的文献寿命是指文献从产生至文

献使用量为零的时间过程。文献的产生从什么时候算

起，是从文献发表之日算起，还是从文献脱稿之日算

起，目前没有严格的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

笔者认为，一篇文献（一部专著、一篇论文、一件

专利说明书等）在定稿的时刻，其价值已经内含其中，

或者说，其价值基础已经产生，发表或出版只是提供了

该文献的推广平台。如果一篇文献从定稿时刻起其价

值就已内含其中，那么文献的寿命起点就应该从文献

的定稿时刻算起。文献的寿命也就是文献的老化过

程。对文献引用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文献的利用率

同文献的老化速度具有同样的倾向性，亦即文献的利

用率随着文献寿命的推移而减弱。

文献计量学常识告诉我们，科技论文和学术专著

发表或出版的当年，利用率或称引用率较高，发表或出

版后的第２、第３年是利用峰值期，之后，利用率下降，
５０年以前的文献的利用率极其微弱。

以上论述说明，文献的寿命同文献的发表时滞密

切相关。一篇文献，在其定稿时刻就已经开始了它的

寿命，如果时滞很短，则相对延长了它的寿命，而且是

利用价值较高的寿命，反之，则缩短了文献的寿命。

４　“超短”时滞：科技论文发表的理想速度

　　文献［８］是国内科技论文时滞研究的开山之作。
该文献１９８５年对２１种期刊的１７１６篇论文的统计结
果表明，当年科技论文的平均发表时滞为１６．９月。２５
年之后的数据为１１．６月，两者相差５．３月。说明国内
科技论文的发表周期在不断缩短，但进程比较缓慢，变

化的显著性不够。以第一时间抢先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是国际科技期刊常规的竞争方式。

发达国家和科技强国的科技界十分重视研究成果

的发表速度，英国《Ｎａｔｕｒｅ》周刊的论文，从收稿到发表
常规只需要１２ｄ，最短仅需３ｄ［９］。

如前所述，影响时滞长度的因素有多种，其中，

印刷过程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纸质期刊，印刷环节

是必需的，而印刷环节又必然消耗较长的时间；因此，

期望纸质期刊论文实现“超短”时滞发表，即从收稿至

发表控制在１０ｄ之内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网络出
版的推出，为科技论文的“超短”时滞发表提供了

可能。

目前，已有相当多的编辑部采用稿件信息管理系

统，实现了稿件登记、在线投稿、在线审稿、网上退修等

一系列功能。２０１０年“中国知网”推出学术期刊优先
数字出版平台，编辑人员对录用稿件直接在系统中进

行编辑加工、标注和校核，经主编审定、签发后，即可在

“中国知网”正式出版。其优点在于出版形式灵活机

动，既可单篇定稿出版，又可整期定稿出版。对于单篇

稿件，不需按印刷版式排版，编辑部可以自行独立操

作，随时随地予以发表［１０］。

实践证明，采用稿件信息管理系统和优先数字出

版平台，大大减少了稿件在编辑流程中滞留的时间，从

而有效地缩短了发表时滞。当然，完全消除发表时滞

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论文发表时滞一定会越来越短并逐步趋向理想状态，

这个理想状态便是科技论文普遍实现的“超短”时滞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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