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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选竞争对手　勿择合作伙伴
———在科学共同体的关系脉络中慎择审稿人

刘　　潇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１２４，北京

摘　要　针对目前学术期刊普遍存在的待发表稿件储备量大、
发表时滞长的问题，认为应着眼于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建议通

过严格审稿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在科学共同体的关系脉络中

“宁选竞争对手，勿择合作伙伴”的审稿专家遴选方法，并论述

了该方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具体做法、应用实例及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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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是一项保障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系统工

程［１］，同行专家审稿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维护

和提高科技期刊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学术影响力，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针对目前学术期刊普遍存在

的待发表稿件储备量大、发表时滞长的问题，提出在科

学共同体的关系脉络中“宁选竞争对手，勿择合作伙

伴”的审稿专家遴选方法，长期实践证明了此方法的

可行性及实效性。建议为配合此审稿专家遴选方法，

建立一系列制度以保障同行专家审稿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

１　必要性

　　笔者所供职的北京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
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综合性高校。《北京工业大学学

报》于２００５年成为ＥＩ刊源，随之而来的是投稿量逐年
猛增，审稿工作量相应也急剧增大。过去曾一度过分

依赖作者推荐的审稿人，造成专家审稿流于形式，退稿

率极低，待发表稿件储备量难以控制，发表时滞逐年加

大。发表时滞已成为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

之一［２４］。对于科技论文，如果不重视其时效性，创新

性也就会不可避免受到影响。由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及普遍性，因此，有必要从源头上加以控制，为每一篇

稿件寻找最适合的审稿专家，从严审稿［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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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可行性

　　何谓最适合的审稿专家？笔者认为，能够有兴趣
欣赏作者的稿件，能够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作者的稿件，

能够用犀利的眼光审视作者的稿件，能够中肯地指出

稿件的不足，对作者的稿件最具发言权的人即为最适

合的审稿专家。

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逐渐细分，国内在某一个细

分领域内长年从事研究且达到一定水准的科研团队屈

指可数［２，５６］，它们多分布于高校、科研院所及有自主

创新能力的企业单位。这些团队既是本刊稿件的来源

地，又是本刊遴选最适合的审稿专家的原始范围，它们

很清楚本领域内科研团队的势力分布，且乐于彼此关

注。由于存在申报基金项目等利益因素，这些科研团

队之间的关系也多为非合作即竞争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在选择最适合的审稿专家时

不得不困惑于来稿的合作方与竞争方。合作伙伴必定

会参与待审稿件的相关研究，往往会受限于同作者一

样的研究思路，不易成为最适合的审稿专家；而竞争对

手往往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所审稿件的症结所在。并

且，由于存在竞争关系的双方会对彼此的研究进展很

感兴趣，所以回复审稿意见的概率很大，审稿周期

很短［７］。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选择竞争对手作为审

稿专家，可能会遇到同行相轻或者剽窃等学术道德问

题［８］。因此，需要制订一系列制度以保障审稿的公正

性和客观性。

此外，信任是最好的约束，应该相信审稿专家的心

胸及学术品行。在信任的基础上选择竞争对手作为审

稿专家从严审稿，在制度的规范下对作者负责，这不但

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待发表稿件储备量大、发表时滞长

的问题，而且对于作者的研究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３　具体做法

　　在科学共同体的关系脉络中可以形成合作伙伴的
关系，其形式主要有师生关系、同门关系、曾经共事关

系和项目合作关系等［９］。可通过正面沟通或侧面了

解的方式理清这些可能存在的关系形式。正面沟通主

要指通过与作者及作者所在科研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

交谈，整理出一份尽可能详细的作者履历信息，从中可

以搜索到作者有可能的合作方。侧面了解的渠道主要

包括作者已发文中罗列的合作单位的信息、作者纵向

及横向课题申报的情况等，这些信息均可以从 ＣＮＫＩ
数据库、作者所在单位的科技处及各级别基金委网站

中获取。

具体实现方法如下：针对刊物所关注的某细分研

究领域，分析国内的科研力量分布，即罗列国内该细分

领域内所有具有领先研究水平的科研团队，从中为刊

物所服务的科研团队分析有可能的关系形式，绘制总

览其竞争方与合作方的关系图，排除有可能的合作方，

在送审该科研团队的稿件时应尽量避免在其合作方中

选择审稿专家，确定该科研团队有可能的竞争方，将竞

争方发展为审稿专家，从严审稿。

４　应用实例

　　以本校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学院某细分领域
的科研团队Ｘ为例，分析其竞争方与合作方的关系脉
络。具体情况如下。

科研团队Ｘ中有１位讲师毕业于高校 Ａ；科研团
队Ｘ的学科带头人曾工作于高校Ｂ的相关科研团队，
并且与高校 Ｃ的相关科研团队的学科带头人师出同
门；科研团队 Ｘ近年来与企业 Ｄ签订了多项横向项
目，且与企业 Ｅ共同承担了某项纵向项目：因此，判断
高校Ａ、Ｂ、Ｃ的相关科研团队和企业 Ｄ、Ｅ均有可能成
为科研团队Ｘ的合作方；而高校Ｆ、Ｇ的相关科研团队
与科研团队Ｘ无任何合作关系，但与科研团队Ｘ均为
同一细分领域的领跑者，所以必然会在申报基金项目

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可以从中寻找严格审稿人为

科研团队Ｘ审稿。
科研团队Ｘ承担了多项纵向及横向科研项目，一

直是一个论文高产的科研团队。在没有选择竞争对手

作为审稿专家时，该科研团队的稿件录用率为１００％。
笔者本着服务于学校科研工作的信念，希望为该科研

团队提供最真实的审稿建议，适当为其选择竞争对手

作为审稿专家，累积一段时间后，发现在竞争对手的从

严把关下，该科研团队会有一些浮躁之作被审稿专家

发现，录用率明显降低。此做法并没有引起该科研团

队的不满，到目前为止，该团队的作者并没有因为觉得

审稿意见有失客观而提起申诉；反而此做法受到了该

科研团队中成员的肯定。有位教师感慨地说：专家提

出的问题，他以前真的没有意识到，被退稿的文章的确

还未达到发表水准，还有待改进。

５　制度保障

　　“宁选竞争对手，勿择合作伙伴”的审稿专家遴选
方法，虽过于严苛，但实践证明，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刊

物稿件录用率畸高、待发表稿件储备量过大、发表时滞

过长的问题。为了使这一方法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并为

大多数作者所接受，可建立以下制度以保障专家审稿

的公正性及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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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作者申辩制度。如果被退稿的作者认为审稿
专家对自己稿件的评价有失客观，应允许作者申

辩［１０１１］，认真听取并记录其申辩理由，予以及时、妥善

的处理。处理方法包括：临时召开编委会对引起争鸣

的稿件进行裁决；编辑部作为理性意见的中转站，将作

者的申辩材料和审稿专家的质疑问题，反复传递于作

者与审稿专家之间，直至一方被另一方说服；选择学科

相近的中立专家评审有争议的稿件。

２）专家监督制度。大多数审稿专家极为重视业
内对自己学术道德的评价，且拥有较强的学术自尊

心［１２１３］；但是，信任不能取代制度，任何好的方法都是

要靠制度来维护的。贯彻专家监督制度［１４１５］，不仅是

对作者负责，而且是选择竞争对手作为审稿专家这一

方法的制度支持。为了防止个别审稿专家滥用权利，

剽窃其所审稿件中的未发表成果，编辑部应作为作者

权益的保护者及作者稿件原创性的见证人，可以将已

录用但未发表的稿件的原创观点给予记录，甚至可以

将原创观点在编辑部网站上给予适度发布，并且，可以

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审稿专家信誉制度和审稿专家问责

制度，以维护科学共同体中的道德准则。

６　结束语

　　在科学共同体的关系脉络中“宁选竞争对手，勿
择合作伙伴”的审稿专家遴选方法，是鉴于刊物待发

表稿件储备量大、发表时滞长的特殊时期提出的一种

比较严格的方法，解决该问题当然不能只靠从严审稿；

但是，从源头上加以严格控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选

择严格的审稿方法，并逐步健全相关制度，不但可以解

决刊物发表时滞长的问题，而且可以逐步提高刊物的

学术水平，使刊物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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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正确书写数学式中的函数与自变量符号？

　　问　数学式中函数与自变量符号间一定要留空
隙吗？

答　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依据 ＧＢ
３１０２．１１—１９９３，函数的自变量写在函数符号后的圆括
号中，且函数符号与圆括号之间不留空隙，如ｆ（ｘ）、ｔａｎ
（ωｔ＋φ）。如果函数的符号由２个或更多的字母组成且
自变量不含＋、－、×或／等运算时，括于自变量的圆括
号可以省略，这时在函数与自变量符号之间应留一空

隙，如ｅｎｔ３．６（≤３．６的最大整数）、ｃｏｔｎπ（ｎπ的余

切）、ａｒｓｉｎｈ２Ａ（２Ａ的反双曲正弦）、ｅｘｐｘ（ｘ的以ｅ为底的
指数函数）、ｌｇｘ（ｘ的常用对数）、ｌｎｘ（ｘ的自然对数）、
Ｅｉｘ（指数积分）、ｅｒｆｘ（误差函数）、ｒｏｔａ（ａ的旋度）等。

需要注意的是 ｄｘ、δｘ、Δｘ等中的“ｘ”与其前面采
用正体字母的单个算子符号之间不留空隙。

此外，在书写含有三角函数等的运算公式时，为了

避免混淆，常采用圆括号。例如不应将 ｓｉｎ（ｘ）＋ｙ或
（ｓｉｎｘ）＋ｙ写成ｓｉｎｘ＋ｙ，因为ｓｉｎｘ＋ｙ有可能被误解
为ｓｉｎ（ｘ＋ｙ）。 （诸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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