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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时滞的调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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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影响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时滞的主要因素，通过实
例计算探讨缩短出版时滞的最佳方案。建议：高校科技期刊灵

活调控存稿量，当存稿量较大时，要快速调整到理想的存稿量

和出版时滞，可在增加发稿量的同时减少录用量；当实现预期

目标以后，确定一个临界录用率，维持相对稳定的出版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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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版时滞是指科技期刊论文的出版日期与收

稿日期的时间差［１］。出版时滞的长短，直接影响论文

的信息价值，也决定作者科学发现与科技成果优先权

确认的日期，通常出版时滞短的期刊会吸引更多高质

量的投稿；所以，出版时滞不仅是科技期刊时效性的重

要测度，也是评价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与科技期

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有密切关系［２］。如何缩短

出版时滞，是科技期刊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实

例探讨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时滞的调控方法。

１　影响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时滞的主要因素

　　影响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时滞的因素主要有
２个［３６］。

１）存稿量控制失当。期刊编辑部必须始终保持
一定数量的稿件储备（存稿量），这是由期刊在整体结

构上的多元化和在编辑出版周期上的时间性所决定

的。但是，存稿量要适当：储备过多，许多论文积压在

编辑部，不能及时刊登，既影响刊物的声誉，又影响作

者写作的积极性，还可能使一些论文因积压过久而失

去发表价值；储备过少，会不敷使用，影响期刊的正常

出版。高校科技期刊容易出现存稿量大的情况，因为

高校学科门类繁多，综合性的学报每期要照顾到各个

学科的稿件，就会造成优势学科的稿件大量积压［５］。

存稿量的控制，根据刊期长短而各有不同，一般以不少

于３～５期的用稿量为度［７］。

２）稿件处理时滞偏长。科技论文的出版要经过
严格的“三审”和精细的编辑加工，这一系列流程所消

耗的时间称为稿件处理时滞。当存稿量适当时，它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出版时滞能否在可能范围内降至更

小。目前，很多高校科技期刊在这一流程花费的时间

约为６个月［６］，严重加大了出版时滞。很多编辑部在

审稿和编辑加工环节狠下工夫，制定“限速步”［８］，力

求最大限度地缩短稿件处理时滞。从现有经验和实际

情况来看，稿件处理时滞可控制在３个月，加上等待发
表的排队时间２～３个月，出版时滞可控制在６个月
以内。

２　出版时滞的调控方法

　　缩短出版时滞有４种常规调控方法［９］：出增刊；减

少录用量；增加发稿量；增加发稿量的同时减少录用

量。其中出增刊不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主要考量后３
种方法，依次设为方案１、方案２和方案３。

据统计，《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的投稿量
为１４９３篇，录用２８３篇，月均录用量约２４篇，录用率
约为１８．９％；２０１０年的投稿量为１３２１篇，录用 ２２２
篇，月均录用量约１９篇，录用率约为１６．８％。每月投
稿量和录用量变化情况见图 １。可以看出：２月（寒
假）和８月（暑假）的投稿量较小；每个月的投稿量和
录用量不成正比，因为当月录用的稿件通常是上几个

月投来的。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末，学报存稿３３０篇，平
均出版时滞约为１６个月。

学报的稿件处理时滞约为４个月，但是出版时滞
却长达１６个月，说明存稿量太大。针对这种情况，对
出版时滞作一个理想化的推测。

基本假设：每月录用量不变，录用量在时间轴上服

从均匀分布；每篇稿件的处理时滞相同，论文出版顺序

严格按照收稿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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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哈工大学报》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月投稿量和录用量变化曲线

出版时滞和存稿量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Ｔｉ＝Ｔ０－Ｔ０ｉ／（Ｎ０／（Ｆ－Ｌ））；Ｎｉ＝Ｎ０－（Ｆ－Ｌ）ｉ。
式中：Ｔｉ为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ｉ＝１）起第 ｉ个月时的平
均出版时滞，ｉ＝１，２，３，… ；Ｔ０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时的平
均出版时滞；Ｎ０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时的存稿量；Ｎｉ为从
２０１１年１月算起第 ｉ个月时的存稿量；Ｆ为月均发稿
量，篇／月；Ｌ为月均录用量，篇／月。

调整过程中要注意２个量的确定：录用量的减少
幅度；发稿量的增加幅度。录用量的减少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投稿量，所以不宜过分减少录用量；增加发稿

量的调整时间最好大于１年，以保证１年中期刊的页
码固定。３种方案的调整效果见表１。

表１　３种方案的调整效果

方案 Ｆ／（篇·月 －１） Ｌ／（篇·月 －１） 调整所需时间／月

１ ３０ ２１ ２５
２ ３６ ２４ １９
３ ３６ ２１ １５

　注：调整后出版时滞为５个月，存稿量为１０５篇。

３　思考和建议

　　１）灵活调控存稿量。对于综合性的高校科技期
刊来说，各学科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不可能相同，这会导

致各学科论文储备量不同，要按需对存稿量进行宏观

的动态调控，使之始终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当出版时

滞调控到很短时，要注意投稿量波动较大的寒暑假期

间，提前早作储备，确保期刊的正常出版。

２）当存稿量较大时，要快速调整到理想的存稿量
和出版时滞，可在增加发稿量的同时减少录用量。增

加发稿量的方式主要有增页、改版和缩短论文篇

幅［１０］。后２种措施挖掘潜力有限，要完全、彻底、快速
地解决版面供需问题，建议采用第１种方法。
３）当实现预期目标以后，确定一个临界录用率，其

值为发稿量与投稿量的比值，从而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

出版时滞。对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而言，当存稿量

控制在１００篇左右时，可渐次恢复录用率至２５％，既保证
期刊有充足的稿源，又可维持较短的出版时滞，同时加快

稿件处理速度，使出版时滞在可能范围内降至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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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发布６１９３种期刊主要计量指标平均值
　　本刊讯　《２０１１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
版）》最近发布了其收录的６１９３种期刊主要计量指标
平均值。现摘录如下：１）被引频次８８２次／刊（≥１０００
次的期刊１５４６种）；２）影响因子０．４７９（≥１的期刊
５４９种）；３）即年指标０．０７０（３４４种期刊为０）；４）基金

论文比０．３４６（４０１种期刊为０）；５）海外论文比０．０３３
（≥０．２的期刊６１种（含４８种英文版），４４６４种期刊
为０）；６）他引率０．９２；７）平均作者数２．４８人／篇；８）
平均引文数９．２６；９）来源文献量３１９；１０）地区分布数
１９；１１）机构分布数１５９。 （卞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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