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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过程中论文版本的初步考察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论文版本是指论文从投稿到出版的编校过程中所呈
现出的不同样式，它反映出论文在不同编校时段的状况，其实

质就是编校过程控制。论文版本具有著作权价值，有助于编校

纠错，存档后能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编辑应树立版本意识和

档案意识，重视编校过程控制，提高编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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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是版本学的核心概念，它属于图书范畴，主要

是古籍，但不限于古籍。所谓版本，指的是“同一部书

因编辑、传抄、刻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

本子”［１］。在学术期刊中，论文在编校过程中也存在

着不同的样式，无以名之，不妨借用“版本”概念，称之

为“论文版本”。所谓论文版本，是指论文从投稿到出

版的编校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从形式到内容的不同样

式，它记录了稿件处理的流变过程，反映出论文在不同

编校时段的状况。笔者所见有限，视野所及，尚未见到

对论文版本进行专门考察的文献，本文拟对此作一初

步考察。

１　论文版本的流变过程

　　在作者投稿到论文刊出的全过程中，形式和内容
上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论文版本。

１）作者投稿版本。作者投稿论文是原始版本，它
是编辑初审的对象，是编校工作的起点，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投稿版本还应包括相关附件，如作者投稿说明、

相关证明书甚至信封等，这些附件也应妥善保管。如

无特殊需要，对投稿论文不做整理，尽可能保持其原

貌，如要修改，可设置副本。

２）编辑部退修版本。编辑在作者投稿版本上做

出某些修改，标注修改意见，就形成了退修版本，它是

作者修改和编辑下次审读的依据。如果作者对退修意

见没有很好理解，或其他原因无力达到退修要求，编辑

部可以再次退修，要求作者再修改，这就形成了再退修

版本。退修版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这取决于编辑是

否在投稿版本上进行修改。

３）作者修改版本。作者根据退修版本上的修改
意见和退修意见，对稿件做出修改就形成了作者修改

版本。它是编辑再次审稿的依据，决定着是否可以定

稿。编辑再审后，认为尚未达到刊用标准，提出再退修

要求，作者对稿件再修改，就形成了作者再修改版本。

这通常是作者最后的修改版本。

４）编辑部定稿版本。编辑接到作者的修改版本
或再修改版本后，认为达到或基本达到了定稿要求，不

做或只做一些细节上的修改，这就形成了定稿版本。

定稿版本可直接付诸排版，编辑要努力做到齐、清、定，

为下一步的校对提供良好的基础。

５）一校、二校版本。一校、二校版本与定稿版本，
内容上并没有大的区别，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校样和定稿版本在体例和语言表达方面会有所不

同，这是因为编辑部根据刊物体例进行了规范编辑，编

校合一制度则为提高语言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提供了修

改的便利性。

６）作者自校版本。作者自校是一道重要的编辑
工序，作者自校后，形成了作者自校版本。作者熟悉自

己的论文，且仅校１篇文章，易于发现错误，若编辑对
内容、字句有所变动，作者也有机会再行斟酌；因此，作

者自校是提高编校质量的有效措施［２］。作者自校是

对科技论文的法律确认，视同对稿酬、发表费等约定的

认可，可有效减少出版中的法律纠纷，促进编辑与作者

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３］。

７）终校版本。在经历了“三校一读”（包括作者自
校）后，就形成了终校版本。终校版本并非定型版本，

在检查终校版本时，或许还能发现错误；因此，编辑要

重视终校版本的最后检查工作。

８）论文定型版本。论文定型版本就是出刊后的
版本，它不仅包括论文编排的字体字号、行距字距、图

表处理等，还包括论文所处的栏目、目次位置、转页情

况等。定型版本产生后，编辑工作并未结束，编辑还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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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请相关专家审读，收集反馈信息，总结其中的编

校得失，以便改进编辑工作。

２　论文版本的编辑价值

　　１）论文版本流变的实质就是编校过程控制。了
解论文版本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编校过程的流变及其

状况，充分认识到编校过程控制的重要性。对于编校

过程，我们往往注重从宏观上进行考察，而对微观探究

重视不足。在编辑工作中，如果我们对一些个案进行

微观考察，也许会对编校过程有更直观而深入的了解。

不同编校时段的论文版本存档后是我们研究编校过程

的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有助于编辑深化对

学术期刊编辑特点的认识，更好地开展编校工作。

２）不同的论文版本有助于编校纠错。论文版本
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视觉效果，历经不同的校对

人员，有利于我们转换视角，更好地发现编校错误。对

论文版本进行回溯检查，能更好地解决编校过程中的

疑点，提高论文或期刊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如果

我们有心，也可以前后对比，悟出应该怎样编、怎样改，

不应该怎样编、怎样改。论文版本中编校的精妙之处

和问题所在，是学习的样本，宝贵的经验，有益的教训。

３）论文版本的存档能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问
题。如差错归责问题，当然，有了差错，责任编辑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中有一个责任大小的问题，也

有一个差错是怎样形成的问题。面对一稿多投的纠

纷，论文版本的存档可为我们提供法律依据。在我国

首例一稿多投诉讼案中，原告否认向被告《青年与社

会》投过稿，在法庭上，该刊拿出了原稿，原稿写有“属

实１９９７．１．１６”字样，有作者署名，并盖有单位印章，但
该刊保管不善，遗失了信封，无法提交收稿时间证明，

这又使其陷入了被动［４］。因此，我们对作者投稿时的

论文版本进行存档时，须连同所有的信息材料一并

存档。

４）论文版本的著作权价值。投稿论文和刊出论
文具有著作权价值，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据介

绍［５］，美国参众两院颁布了《２００６年美国联邦研究公
开访问法》，规定了公开访问法中论文版本的处理，

包括：

①已被同行评议期刊接受发表的原创论文作者最
后手稿的电子文档，要提供给联邦机构；

②连同在手稿修改过程中的全部修改提供给联邦
机构；

③将最后发表的版本替代最后的手稿，但要取得
出版社的同意；等等。

３　重视论文版本，提高编校水平

　　１）树立版本意识。编辑要树立版本意识，有了版
本意识，才能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版次的编校工作，圆

满而高质量地完成编校任务。在编校过程中，不同编

校时段形成不同的论文版本，有着不同的特点，编辑可

以根据不同的论文版本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提高

编校效率和编校质量。

２）树立档案意识。论文版本是对整个编校过程
的最好记录，编辑要有存档意识，编辑部要加强档案管

理，以便需要时有案可查。编辑部“应当建立一种新

的管理机制来保存论文的多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的

论文每一处微小的变动都必须保存下来，同时建立完

善的版本追述机制，从而可以找到以前的改动版本”，

论文的“存放及命名应规范化，以‘期次’‘论文名’为

存放目录，同时将论文的不同版本在论文名上予以区

别并按时间顺序存入同名目录，从而实现早期版本的

追踪及重建文件早期版本等功能”［６］。有些编辑部的

工作随意性较大，论文版本没有归类存档。或许有人

认为这是小事一桩，何必麻烦；但白纸黑字的工作，只

有细节，没有小事。

３）树立过程控制意识。保证并提高刊物的编校
质量，当然需要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也需要完善的

规章制度，遵循较高的质量标准，这些都是静态的要

求。过程控制则是动态的运作，它把编辑过程的每一

个环节和细节都纳入控制之中，更容易掌握和控制质

量。过程控制好了，质量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没有良好

的过程控制，质量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话；因此，编辑要

树立过程控制意识，重视不同时段的论文版本，以提高

编校水平和编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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