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７（４）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理工农医院校社科学报联络中心资助项目（ＬＧＮＹ１４Ｂ３）

学术期刊应重视作者校对

魏艳君　　彭　熙
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４０００５４，重庆

摘　要　在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非常有必要让作者参与
校对工作。作者参与校对，重点是编辑稿和二校稿的校对。编

辑稿作者校对主要是针对责任编辑的意见进行确认、修改、补

充，二校稿作者校对主要是排除排版过程中不同文件格式转换

导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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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经验和有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学术

期刊出版过程中，作者参与校对发挥作用最大的是编

辑稿的作者校对和二校后的作者校对。

１　作者参与校对的必要性

１１　编辑校对与作者校对具有互补性　在文章编辑
出版过程中，编校人员与作者的工作应该是目标一致、

相辅相成的，都是为了刊发学术质量高、表达规范、社

会美誉度高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编辑和作者的角色

定位决定了二者在文章编校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识别

性差异［１］。在文章进入编校环节后，编辑的工作是保

证期刊刊发文章不出现政治性错误和科学性错误，并

注重量和单位、图表、参考文献著录以及语言文字的规

范表达，极力提高编辑校对的准确率；而作者是文章学

术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更看重文章的学术质量，对于文

章表达的规范性则不够重视：所以，编辑校对和作者校

对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有各取所长、相互配合，才能

保证期刊的校对质量。

１２　学术期刊编校现状所需　目前，学术期刊特别是
非专业性学术期刊设置栏目较多，涉及领域广泛，一名

编辑需要负责至少２个栏目，主要工作包括栏目选题
策划、审稿环节管理、编辑、校对等。学术期刊“编校

合一”的工作模式比较普遍，其优缺点非常明显。优

点是编辑参与了稿件的审理和编辑加工，对稿件内容

比较熟悉，因而由责任编辑来校对更容易发现问题。

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虽然很多期刊在“三校”环节中

都设有“交叉校对”，但责任编辑的“绝对权威”地位还

是会让其他交叉校对人员不能有太多的质疑，导致责

任编辑“大权独揽”，在文章编校过程中主观性比较

强；二是编辑因熟悉稿件而产生了思维定势，难于校出

编辑加工中的问题，容易疏忽、漏校。在这种情况下，

让作者参与文章的编校环节，能够保证文章编校过程

中的最大客观性。

１３　学术文章的专业性要求　学术期刊特别是非专
业性学术期刊中，同一个栏目刊发的文章可能是不同

专业方向的文章。绝大多数非专业性学术期刊编辑都

兼管不同的栏目至少是不同的研究方向的文章，尽管

编辑们努力掌握各种相关的业务技能并不断提高自己

的专业素质；但“编辑人员一专多能甚至是‘万金油’

……其结果却极可能‘样样通，样样松’，很难提供具

专业水平的服务”［２］，因而在编校过程中是有学术盲

点的，如果文章中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出现科学性、知

识性错误，编辑很有可能无法发现。所以，与对文章学

术内容最有发言权的作者一起进行编校工作，才能够

保证文章综合质量的完美呈现。

１４　作者应尽之责　大部分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投
稿前的文章撰写和稿件审理后的修改，一旦文章被录

用，作者就认为万事大吉，对文章不管不顾，甚至对责

任编辑发回的编辑稿确认、内容补充、内容修改等不予

重视。让作者参与校对，提高作者的思想认识非常关

键。要让作者认识到自己在文章刊发过程中的作用和

地位，让作者认识到编校错误是其文章质量的一大瑕

疵，会对作者的学术声誉造成影响。其方式可以是多

种多样的：比如在“投稿指南”“作者须知”中让作者认

识到自己是论文的法定责任人［３］，对文章的创新性、

科学性、真实性、完整性负有直接责任，对编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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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章内容的质疑以及修改意见都应该予以重视；

比如责任编辑在将编辑稿发给作者时，在函件“正文”

中，或者在编辑稿首页的顶端插入文本框、在编辑稿正

文标题插入批注等以比较醒目的方式和文字告知作者

需认真校对之处。

２　编辑稿的作者校对

　　编辑稿的作者校对，是作者应予以充分重视的一
次校对；因为文章进入编校流程后，编辑稿的改动是最

大的，有时甚至是大的结构上的调整。在编辑环节，责

任编辑主要从内容、结构、技术、语言文字等方面对文

章进行加工整理，力求政治导向正确、内容知识无误、

语言文字畅达、符合学术论文格式规范，这样，有时对

文章的改动会比较大。为了方便作者校对，编辑稿宜

采用修订模式加批注的方式，修订模式能够让作者一

目了然地知道编辑的每一处改动，随文批注的方式能

够让作者清楚每一处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内容。

不同的编辑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学术背景、语言

习惯和风格，因而，对于同样一篇稿件，不同的编辑可

能会在内容、结构、语言文字方面有不同的加工结果，

如理想型编辑、功利型编辑、制度型编辑在编校稿件时

的心态和认真程度是不一样的［４］。作者有时难以兼

顾不同性格和风格的编辑，但可以针对需要校对的内

容予以区别对待。

２１　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核实、仔细修正政治性和涉
密性内容　学术期刊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
向，因而作者校对时，对于编辑指出的政治性和涉密性

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核实、仔细修正。

在社会科学类期刊中，稿件涉及引用、阐述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引用革命导师、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

言论，阐述、解读法律、法规和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两岸

地区社会事务，阐述、介绍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文

化等等方面的内容，责任编辑在编辑加工时及作者校

对时均要核对原文和出处，杜绝出现政治性错误。

在科技期刊中，医学类期刊文章涉及技术伦理、制

药工艺的，工业技术类期刊文章涉及先进制造技术的，

兵工、军工、通信类期刊文章涉及军事、国防的，地理类

期刊文章涉及地理图表的，编辑和作者均要根据国家政

策法规、保密条例的要求予以精心加工和校对，防止给

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造成不利影响或严重损害。

２２　认真校对科学性和知识性内容　思想的端正、内
容的创新、术语的准确、方法的得当是学术文章的生命。

内容科学性和知识性方面在编辑加工中花费精力和时

间最多，有时改动会比较大。作者校对时对此应予以高

度重视：认真审读、修改编辑稿并予以最后确认；修正因

编辑疏忽而产生的偏差和错误。作者和编辑都应极力

避免因作者不认可编辑的修改而产生的法律纠纷［５］。

２３　承认编辑对于语言文字、编排格式方面的修改　
目前，一些学术文章作者语言文字功底欠缺，行文中的

语法、修辞、逻辑错误比较多，不少作者尤其是初次投

稿的作者，对于出版要求知之不多；而学术期刊编辑，

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学术期刊的编辑从业多年，有着比

较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并具有较高的期刊编辑出版

规范化水平：所以，除非编辑确实误解了文章原意，做

出了错误的修改，一般来讲，作者还是应当认可编辑在

语言文字、编排格式方面的修改。对于编辑的错误修

改，作者校对时一定要严肃指出，并与编辑很好配合，

共同把好质量关。

３　二校后的排版稿作者校对

　　目前的学术期刊一般都实行了“三校”制，并且其
中必须有至少一次交叉校对，一般是初校、三校由责任

编辑校对，二校由其他编辑校对；所以，三校过程中的

作者校对最好安排在二校后。

３１　字母、符号、公式校对　字母、符号、公式是排版
稿作者校对的重点内容。学术文章会涉及很多专门的

符号、公式。排版时，专门的排版软件要对编辑稿的

Ｗｏｒｄ文档进行格式转换，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排版软件
不能识别或识别失误，导致符号和字母大小写、上下标、

正斜体变形、丢失、错误。小小的字母、符号是不能忽视

的，它可能会是文章推导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表达失误

就有可能改变推导结果，或者说读者在阅读文章时可能

由此无法得出与文章相一致的结果和结论。由于编辑

的专业知识所限，有时无法正确处理这种看似微小却比

较重要的内容，因而作者校对时对此应予以重点核对。

３２　图表校对　图表是很多学术论文中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经过了１次编辑、２次校对，文章中图表的
内容及图表与文字的配合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在排

版过程中图表都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如图的问题，一

是作者提供的原图分辨率不够、格式大小不合适，二是

在排版时出于成本、美观等方面的考虑，将图缩小或变

形。如表的问题，由于通栏、分栏等版式的不同，在排版

时会对纵横栏目进行转换，有时会出现转换不当或内容

丢失。作者校对时应仔细审查图表是否符合原意。

３３　格式校对　格式虽然不涉及文章的主要内容，且
应该主要由编辑校对人员负责；但从维护学术研究成

果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出发，作者也应该认真校对。

一是作者姓名、单位的核对。很多期刊都会在多

处涉及作者姓名和作者单位，如文章题名正下方的中

英文作者姓名和单位标注，文章首页地脚处的作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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