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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期刊编辑与作者沟通的效果决定了稿件的下一

环节是否顺利以及作者对期刊的好感度.在与作者沟通的前

后,如果可以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去了解作者,分析作者的准备

度类型,并因人制宜地换位思考,将有助于沟通效率的提高及

日常编辑工作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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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者沟通交流是科技期刊编辑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１２],从审稿、退修到清样校对,都需要与作者进行包

括口头方式到书面方式的交流和沟通.如何因人制宜,
通过沟通,高效、愉快地完成对存疑项的核实,也使作者

感到满意,是编辑工作中的一门必修课.笔者从受众的

角度出发,提出本人的一些关于沟通技巧的思考.

１　作者准备度

１１　情景领导理论与准备度　情景领导理论由行为

学家保罗赫塞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该理论认为,
领导者的行为要与被领导者的准备度相适应,才能取

得有效的领导效果[３].准备度是指人们在每项工作中

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意愿的不同组合:能力是指在完成

某项工作时,个人所具备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意愿是指

针对完成某项工作时,个人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与信心.

根据能力和意愿的高低程度,同一人常常表现出４种

不同的准备度水平:１)低能力低意愿;２)低能力高意

愿;３)高能力低意愿;４)高能力高意愿.人们对同一类

任务的准备度,随着被要求完成任务的环境不同或条

件的变化,往往也会处于不同的水平.

１２　作者准备度分型

１２１　低能力低意愿型作者　此类作者由于撰写论文

时自身的条件尚不成熟,对稿件阐述的问题尚没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认识或是准备的资料不够充分;但迫于升职

称或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不得不仓促完成论文的撰写,
稿件从学术质量到出版质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此类稿件的审稿结果为退稿或是需要几经修改占

多数.稿件退回给此类型作者退修时,经常会迟迟修不

回来,作者可能会拖延很久才草草回复;对审稿意见的

回复会有一种逃避的态度,能回复的就回复,回复不了

的就略过不提.此类型作者的能力发挥很大一部分受

到“低意愿”限制.作者低意愿的原因很多,包括作者没

有发自内心想创作这篇文章,或是对实践的思考总结较

少,或者因个人能力不够而导致文章的撰写比较困难,
等等.就同一位作者而言,对同一项任务的准备度状态

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在沟通时有的放矢,尽量提高作者

的准备度,使作者受益,则有利于增强作者对期刊的忠

实度.有朝一日,作者的能力和投稿意愿提高,可能会想

起期刊对他的帮助,相当于对期刊长远的稿源投资.

１２２　低能力高意愿型作者　此类作者一般参加工

作年限较短,有相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自我提升有

要求或是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投稿意愿很高;但
是,由于工作经验积累得不够,或者选题的角度有待提

高,稿件的内容质量不高.
此类稿件虽然审稿结果退稿或是需要退修仍占多

数;但由于作者本身的高意愿,回应会比较积极.在退

修或退稿的沟通中,如果可以给出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此类作者经过自身总结,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稿件修回或重新投稿时,质量会有较大的提升.一方

面作者本人的能力得到提高,通过几次正面的反馈和

积累,开始向高能力高意愿类型转变;另一方面因得到

了正面的指导,会对编辑和期刊的好感度提高,对期刊

品牌的忠实度增加.如果沟通不当,作者对“往何处使

力”比较迷茫,积极性受到打击,有可能会自我放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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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成低能力低意愿的类型.

１２３　高能力低意愿型作者　此类作者的专业水平

较高,对论文选材和科学性等大方向的把握均较好,在
投稿时受到升职称或结题的时间限制,或者是为了完成

导师所给的任务,或是帮别人完成,撰写论文的时间有

限,或是由于本人工作重心分配的原因,准备放在这篇

论文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在细节处不完整,如参考文

献著录中某些项目缺省,需要的统计学数据缺少,或者

是一些对于作者或者作者所在的平台而言是属于专业

认知常识,但是写出来比较费时的一些细节,或是整篇

文章应该是为向其他期刊投稿“量身定做”的而不符合

本刊稿约格式,在整篇论文的细节中,作者的“低意愿”
初露端倪.

此类稿件的审稿结果一般都是退修或可用,此类

作者有着投稿新人不能企及的专业知识沉淀和撰写论

文的丰富实践经验,稿件存在的一些问题属于“瑕不掩

瑜”.相对于其“高能力”,此类作者的“低意愿”特点在

退修或后续稿件处理时也很鲜明,而且作者本身对期

刊的忠实度并不高;但如果沟通愉快,吸引作者青睐本

刊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对期刊而言属于应尽力争取

“品牌忠实度”的优质稿源对象.

１２４　高能力高意愿型作者　高能力高意愿是每个

编辑都梦寐以求的类型,此类作者投稿积极性高,写作

能力强,稿件质量高,与编辑的沟通也很愉快守时、彬
彬有礼;但此类型作者的流动性很大,而且多已有一定

的社会地位,品牌的忠实度较难维系.如果期刊本身

硬件质量不够,作者“移情别恋”的概率很高,毕竟“良
禽择木而栖”,应结合自己期刊的具体情况,尽量争取,
“尽人事听天命”.

２　与作者沟通前做好准备

２１　认真筛查待核实项　在认真通读全篇的基础[４]

上,梳理准备与作者沟通的存疑项,并进行分类:哪些是

可以编辑自行解决,或是待作者自校环节进行即可;而
哪些是确实需要与作者沟通后才能解决的待核实项.

２２　对作者进行准备度预判　作者看完编辑的邮件

意见后一般会有２种决定:１)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将
注意力转移到稿件所提出问题的核实并尽快回复;２)
感觉很困难所以暂时先放在一边.虽然选择哪一种的

决定最终是由作者来做出的;但作者是通过阅读审稿

意见后才做出决定,所以邮件这边的编辑还是可以通

过沟通有所作为的.编辑需要换位考虑,在沟通前分

析作者,编辑对作者了解得越多,作者这次沟通的定制

程度就更高.从整篇文章的通读,判断对方属于哪种

准备度类型,考虑作者需要什么并对自己提出的意见

进行预判断,要让作者觉得提出的修改意见或待核实

项是专业的“私人定制”而非“例行公事”,通过这次沟

通,作者本人是有所收获和成长的.

３　与作者沟通中专注于效果

３１　避免不必要沟通成本的浪费

３１１　电话沟通时避免时间浪费　要把握好何时使

用电话沟通,时间无论是对作者还是编辑都是非常宝

贵的,可以用邮件或短信解决的问题可以先尝试以上

２种沟通方式.在必须选用电话沟通时,可注意选择

正确的时间点,避免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对于作者而

言很忙的时间档,而使作者对此次沟通应付了事,浪费

了这次沟通的机会.电话沟通前用 PADD 模型整理

一下思路.

PADD代表:目的(purpose),你为什么打这个电

话,譬如给作者发了邮件和短信很久一直没有收到回

复;行动(action),你希望对方做什么,想询问一下是

否没有收到邮件、短信或是就某个问题虽然作者在邮

件中给了回复但是仍然没有核实清楚,所以才占用对

方时间打电话商量一下;细节(detail),是使用编号的

列表列出自己想要在电话里核实的存疑项,避免因为

就其中一个问题讨论深入时而漏掉其他项,打了一通电

话放下话筒的瞬间想起来再次致电的尴尬;截止日期

(deadline),说明希望得到作者回复的截止日期和原因.

３１２　规避情绪干扰　性格通常可分为４类基本类

型:和平型、活泼型、完美型和力量型.可了解一下自

己的性格中哪种基本类型占主要,有意识避免此性格

的下意识反应对沟通造成的不利影响[５].在稿件处理

或撰写沟通意见时,应尽量规避不专业的情绪,从情绪

中抽离,避免将有情绪的字眼带入沟通意见中.与低

意愿作者电话沟通时,作者有时在电话中会有下意识

的抵触情绪,这时应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谈话沟通

的节奏,不要受到干扰.

３２　因人制宜,结合作者的准备度类型有的放矢

３２１　低能力低意愿作者　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区别

在于,高能力的作者可以解读编辑提出要求的重点,并
自己具象化目标,一步步去执行;但是,低能力的作者

由于现阶段的准备度还不够,所以需要编辑帮助作者

来完成高能力作者可以独立完成的这一步.所以,对
于低能力低意愿的作者,编辑需要从信息接收者的角

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将考虑的重点从“我想说什么”转
换到“对方在现有准备度状态下能接收到的是什么”.

例如“统计学数据不完善”,对于此类作者而言,可
能编辑提出的这条意见不够具体,作者现在的能力无

法接受到编辑想要表达的重点,很可能这篇文章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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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都不是作者本人完成的,或是作者统计学知识不

是很熟练,可改为“某项指标的组间比较待补充具体的

F 值和P 值”.
像综述类的文章,作者可能以前没有撰写经验,但

是为了毕业,不得不拼凑出来.这时给出的修改或稿

件处理意见要具体,譬如修改意见说,“此段不够丰满,
逻辑不严密”,对于作者来说就比较抽象.可以按照段

落逻辑将待补充内容梳理出来,一步步拆分成细小的

意见,达到每条意见作者可以直接按照批注去行动.
如果单纯是一句“文章需要精炼”,对于作者而言,因为

可能自身的写作功底有待于完善,或者对文章脉络的

把握不够,虽然编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但是作者

接收不到,这条意见很可能是无用的信息.如果具体

一点,譬如说“文字方面,还是很啰唆.论文就是论文,
请作者改掉拉家常的叙述模式”,或者“文字表述相当

啰唆,建议在关键步骤上重点明确,不必面面俱到介

绍,一些叙述尽可能简练.文字能说清的就没有必要

再附图.删改后正文部分不超过５５００字”.那么作者

有了行动的目标,就可以马上去执行.
所以,对于此类作者,撰写沟通意见时应注意修改

意见的具象化,避免使用模糊和多义的语言,作者在修

改意见逐条落实的过程中,自身的能力随之提高,对修

改的实践畏难心理会逐渐降低,其意愿也会随着提高.

３２２　低能力高意愿作者　对此类作者,编辑在沟通

时除了要注意具象化沟通意见,更要保护他们那难得

的高意愿.此类作者自身期待得到成长和提高的意愿

是比较强烈的,所以一些正面的语气可以推动作者以

更大的热情去提高自身的能力.沟通语句可以先鼓

励,再提出待修改意向.语气要婉转,如“这样是否更

为合理,待斟酌、请教”之类的字眼.特别是退稿时,应
注意退稿不退人[６],注意保护作者撰稿的积极性.

３２３　高能力低意愿作者　此类作者一般比较“挑剔

善变”,其意愿通常是与作者本人对期刊的认可度相挂

钩的.如果常规情况下作者的此类型文章会投到比本

刊层次高的期刊,那么这次由于是“低嫁”,作者一方面

对文章的细节和形式会比较省略,另一方面,对文章内

容的把握会比较有自信,认为自己文章现在的这个版

本是比较权威或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前者类型存疑项的提出,编辑沟通时可“人性

化”一些,首先要表现出对作者的理解,表示理解待核

实项对于作者而言已经是常识;但是,由于文章撰写和

发表需要,仍需简略补充.另外,给作者留下的修改期

限可以比较从容,如需要作者补充基金、专栏作者简

介、图片、参考文献相应项目,可附上模板或截图范例,
做得到位一些.

对于后者,则是一场小小的博弈,编辑要在完整领

会稿件内容以后,再谨慎提出作者之前未知或是未重

视方面的补充意见,要展现出编辑的专业素养[８９];而
且,由于此类作者对该刊先入为主的“低意愿”,其实作

者内心对与该刊编辑交流的耐心是有限的甚至潜意识

里是拒绝交流的:所以,编辑要把握有限的机会———如

果自己没有想清楚如何清晰地表达,就不要贸然给作

者打电话,因为在电话交流的短短时间内,让自信的作

者推翻自己之前的认知,其难度是比较大的.作者可

能会在电话里直接拒绝对待核实项或斟酌项的修改,
邮件是更为合适的选择,可以从容地把需要修改或斟

酌的原因阐述清楚,也给了作者通过浏览文字而斟酌

反思的余地,这是文字较声音的优势所在.
虽然此类作者的“姿态较高”;但是,如果沟通得

当,作者认可了编辑提出的意见,那么对修改或沟通项

的核对会非常高效.如果要打电话沟通,要想清楚在

几分钟的时间内如何一语中的地把需要修改的原因阐

述清楚,至少要保证作者真的全部听进去,而且要错开

作者的工作高峰时间.

３２４　高能力高意愿作者　此类作者一般对自身都

是比较精益求精,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并礼貌地给予

反馈.和此类作者的每次沟通,编辑从作者的解答和

反馈中也可以得到解惑和提升,所以,对于这种难得提

升自己的机会应该好好把握住.首先不要做给自家期

刊减分的事情,同时,在沟通中可表现出对该篇论文后

续研究成果的关注和跟进,表现出希望对后续研究结

果进行约稿的意愿,邀请作者在本刊的述评或专家论

坛栏目中对稿件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讨论.

３３　与作者沟通后编辑的及时总结与反思　编辑在

日常工作中可有意识地练习自己的沟通能力,每次与

作者沟通后,可及时做一总结:给自己的这次沟通做出

评价(作者和自己是否满意以及作者是否认为这次沟

通是必要的),沟通的目的是否达到,沟通之前做的准

备工作是否充分,对作者的准备度预判是否准确,是否

浪费了一些不必要的沟通成本,比如由于作者的态度

语气等原因而使自己的情绪被作者带着跑而引发出负

面的情绪,或是说话没有围绕中心点浪费了作者的时

间,自己的措辞是否切题、得体,等等;总结的不足之处

在下一次的沟通中及时落实改正,编辑的个人沟通能

力通过实践也会得到提高.

４　结束语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

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科技期刊编辑

与作者沟通的效果决定了稿件的下一环节是否顺利以

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