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７（４）

站在作者立场　做好编辑工作
———由科技论文作者向科技期刊编辑角色转变的体会

李晓燕　刘秀娟　刘珊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２６６０７１，山东青岛

摘　要　总结并阐述由科技论文作者向科技期刊编辑角色转
变过程中的体会。针对收稿前、初审、退修、编辑加工等稿件处

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背后的原

因；阐明理解作者的必要性，为更高效率、更有针对性地做好编

辑工作提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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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在研究生毕业后，走上了科技期刊

编辑的工作岗位，由一名海洋科学的研究者（作者）转

变为一名海洋学期刊的编辑。这一角色转变的过程也

是入门—学习—借鉴—总结—提升的过程。作为一名

青年编辑，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要在不断提高自身编辑业务水平的同时，随

时注意角色的转换———站在作者的立场解决编辑工作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１　不同的角色：作者与编辑

　　任何一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都是作者和编辑共同
创作与完成的。科研工作者将其研究成果通过发表论

文的形式予以展现和传播。在此过程中，科研工作者

扮演着论文作者的角色，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可以成为科技论文的基础和精髓，是编辑工作的基点。

目前国内的科技期刊，尤其是海洋科学方面的中文期

刊，其稿件大多来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和在读的研究

生。一方面，这类作者有着对科学追求的热情和理想，

在科研工作中精力旺盛，积极进取；另一方面，他们也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前者刚刚踏上工作岗位，面临着项

目结题和职称晋升，后者在努力做好科研的同时，还要

面对毕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而科技学术期刊作为学

术交流的重要园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展现学术研究

成果、扩大自身影响的平台，而且成为他们在压力之下

完成学业、经受科研锻炼和练笔就章的良好场所。

编辑工作是通过对作者的文稿进行编辑创造性劳

动———再度加工的过程，它起着对作者学术观点和创

新点的“点睛”作用，同时使论文能够按编辑规范发

表，以利于交流、传播与存储［１］。没有编辑劳动的投

入，作者的研究成果就只是个人的精神成果，无法通过

广泛的传播实现其科学价值；因此，在众多的社会舆论

中，编辑这个角色，常常被赞誉为“优秀作品的助产

士”“为人做嫁衣的无名英雄”［２］。学术期刊的编辑人

员要想成功地扮演编辑这个角色，除了应具备扎实的

学科专业知识和编辑业务知识，还要充分了解作者，想

作者之所想，与作者建立相互依靠、共同进步的和谐关

系，才能与作者共同完成一篇篇高质量的论文，将此奉

献给读者，奉献给社会，使它们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

推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２　站在作者立场解决稿件处理中的各种问题

２１　收稿前　无论要求作者用何种方式投稿，编辑部
都应向作者提供投稿模板。初次撰写论文的作者，看

到“模板”的第一反应就是“字体字号”。认真、严谨的

作者，投稿时将文章排好版，其实是徒劳无功；因为任

何人都不能确定，在论文定稿前要做多少改动；也有作

者会就此问题向编辑咨询，这就增大了编辑的工作量。

编辑部提供的投稿模板，不是一份排好版的论文，

也不只是一个论文框架以及对字体字号的要求。模板

的作用在于指导作者使其撰写的论文符合规范表达的

要求。一份高水平的模板，甚至会比一篇科技论文的篇

幅还要长，它涵盖了对论文中每一部分细节的要求，包

括论文结构，摘要编写，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号、书写规

则，图表的正确设计，数理公式正确编排，以及数字的规

范使用，等等。作者的时间是宝贵的，字体字号等排版

时顺便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无须占用作者过多的时间和

精力，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倒不如放在如何写好论文上。

编辑的时间也是宝贵的，那么，为了避免将时间浪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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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关于“投稿时是否需要修改字体字号”的咨询上，为

了提高收到稿件的规范表达水平，在作者投稿前为其提

供一份高质量的论文撰写和排版模板，实属必需。

此外，在投稿模板或者投稿系统的网站上，要尽可

能多地留下编辑部的联系方式，同时要提示作者，在投

稿时提供其ＱＱ号、微信号等年轻人易接受的即时通
信工具，并将此作为投稿要求；因为单凭Ｅｍａｉｌ和电话
并不能满足编辑与作者交流的时效需求，在数字化的

时代，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工具的合理使用可以使编

辑工作效率更高，并且有助于消除作者与编辑之间的

陌生感，建立愉快的合作关系［３］。

２２　初审阶段　初审中文稿件时偶尔会发现，图的标
目、图例以及表中的变量名称都是英文。不难想到，这

类稿件的大多数作者将英文稿件翻译成中文，但是不能

以此对稿件妄下论断，问题背后的具体原因值得深究。

第一，大多数科研人员凭着自己的实力，在一定的

时间内将其科研成果撰写成论文；但是，总有部分人由

于各种原因，在临近课题结题或者研究生毕业前发表

论文的数量不足而处于困境，迫于压力，投机取巧地将

已发表的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凑数”。

第二，目前国内不少科研工作者都倾向于将较好

的科研论文投向被ＳＣＩ收录的英文期刊。相对于国内
中文期刊，高端的英文期刊对稿件质量的要求甚高，被

录用的难度较大，由于学术水平达不到刊物的要求或

者语言不过关等因素，稿件常被拒之门外。作者并不

甘心自己的科研成果得不到承认和发表，便将论文翻

译成中文投向国内中文期刊。这类稿件并非没有价

值，反而有可能含金量更高。

鉴于此，初审稿件时，一定要重视英文摘要和参考

文献的查重，如果重复率较高，核实为上述第１种情况，
即坚决退稿，既尽快解除投稿人的期待，又能降低编辑

部的开支和工作量［４］。在排除上述第１种情况后，按照
正常程序审理稿件，避免把“珍珠”当作“鱼目”。

２３　退修阶段　发表周期影响科研成果的时效性，能
反映科技期刊信息交流的速度。在追求稿件质量和影

响因子的同时，作为编辑应尽可能地对“三审”的各个

环节进行科学的控制，以缩短稿件的发表周期；然而，

难免遇到这样的情况：编辑已经在第一时间将修改意

见发给作者，期待着作者尽快将稿件修回，甚至抱怨作

者不按时返回修改稿。殊不知这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

站在作者的角度而产生了误解。

首先，审稿专家有时收到稿件后在第一时间就审

理完毕，编辑便将审稿意见发给作者，某些作者通过了

解身边科研人员的投稿经验以及咨询编辑部，为自己

预设了一个审稿周期，例如１个月，而他们由于各种原

因并没有条件每天都上网查收函件，等作者看到审稿

意见时，已经临近修改期限，不得不延长修改周期。

其次，部分作者在收到修改意见后很快地将稿件

修改完毕，但是担心过早地提交修改稿使得编辑认为

自己修改不认真、敷衍了事，便拖到临近修改期限才提

交修改稿，甚至将其遗忘导致超期。

编辑在给作者发退修意见时，应注意以下２点。
第一，在退修函中务必说明修改期限。编辑要在

消化吸收审稿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客观分析论文的价

值，判断稿件的修改程度，从而给出合理的修改期限，

避免修改时间不足或者太长而拖延了稿件的发表。

第二，千万不能以为将退修意见反馈给作者后就

万事大吉，一定要在退修函中注明“第一时间回复是

否收到退修函”，如果３～５ｄ没有收到作者的回复，就
应主动联系作者确认。

此外，应事先告知让作者在投稿系统中多留几种

有效的联系方式，同时告知如有变更请及时修改；另一

方面，编辑部网站上也应列出每位编辑尽可能多的联

系方式，并在作者投稿时告知作者［５］。

２４　编辑加工阶段　科技文稿的编辑加工是编辑工
作的重要环节，编辑应具有“用字斟句酌，替代一目十

行；用寻根究底，替代浅尝辄止；用谨小慎微，替代大而

化之”［６］的工作理念。编辑往往因文稿在规范表达方

面不过关而心生怨气，倘若站在作者的立场，对作者多

一些理解，把握住编辑加工的最好时机，提前做好准备

工作，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笔者发现，编辑加工阶段有一些问题需要与作者

沟通才能解决。传统的编辑加工都是在稿件被录用之

后、排版之前进行的。由于各刊发表周期不同，有些期

刊的稿件从接收到排版需要数月，这段时间有的作者

离开了署名单位，当编辑联系作者时作者已不方便查

看原始实验数据，这就给解决遗留问题增加了难度。

大部分作者都具有“目的性”，例如在读研究生，只需

要向校方出具论文的接收函就可以顺利毕业，所以一

旦稿件被录用，总会不配合编辑的工作；因此，稿件录

用前是编辑与作者互动的最好时机。对于拟录用的稿

件，先不发录用函，而是先退修，待作者按要求修改完

成后，再给作者开具录用函［７］。

科技论文中的图表是表达信息的重要工具，一篇

稿件即使通过专家的审理，但是大多数的图片仍然存

在标准化规范化方面的问题，部分问题只靠修图人员

的修改并不能得到解决，因此在编辑加工阶段需要作

者亲自修改图片或者重新画图。许多在读的研究生接

触科研时间不长，没有发表文章的经验，投稿成功后或

者稿件接收后，就把实验数据和图片抛之脑后，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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