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０８
２４（４）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编委送审制在国内学术期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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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编委送审制的意义及流程，阐述编委送审制在创
办新刊、老刊转变审理流程、创办专刊及编委推荐中的实践模

式，同时给出了应用中的建议。编委送审制在期刊中的应用，

保证了期刊的学术质量，提高了期刊的学术水平，有助于期刊

影响力及影响因子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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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术期刊大量吸取国外优秀期刊办刊经

验，不少期刊全力以赴向 ＳＣＩ迈进的今天，除依据 ＳＣＩ
的遴选标准，创建国际化编委会、吸取国内外优秀稿

源、按时出刊等［１］，如何提高期刊的论文质量也是国

内同行关注的重点。在确保优秀稿件的前提下，专业

的审稿流程、严格的审理机制，使得优质论文不断刊

出，保障了期刊的学术质量，提升了期刊的品质与形

象，创造了良性循环机制，成为期刊长远发展

的契机［２］。

１　选择编委送审制的意义

１１　现有送审制度的局限性　编辑送审制是目前学
术期刊普遍采用的一种审稿制度，在《科技导报》《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微生物学报》《安徽大学学报》

等众多学术期刊中有着广泛应用。编辑送审制的流程

为典型的三审制，即编辑内审、专家外审、主编总审。

它秉承了严谨的审理流程，充分发挥了编辑的作用，长

久以来，为我国学术论文的审理、学术方向的把关、期

刊质量的控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这种审理制度也

存在一些弊端。比如：

１）初筛时，一方面，期刊编辑长期与科研一线脱
节，学术把关不准确［３］，使得一些立意新颖、有科研价

值的稿件被退回，另一方面，编辑对投稿作者身份的偏

好，如单位的名头以及作者的职称、地位等，使得一些

优秀稿件无法进入待审之列［３４］。

２）送审时编辑在审稿专家的选择上存在偏差，尤
其是一些新兴领域、交叉学科。

３）审稿完成后，选文定稿会涉及到栏目结构要求
及人情关系等一系列外在因素［４］，有碍学术期刊质量

的提高。

对此，不少期刊探寻、创新审理制度，希望能有效

摒除编辑送审制的弊端，确保期刊质量，推进期

刊发展。

１２　期刊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
展，学术期刊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与过去

相比，大多学术期刊遇到大量优秀稿件外流、投稿质量

或数量下降、期刊编委会成员不断年轻化、国际化的局

面。为了争取更多的优质稿件，编辑部必须在加大组

稿、约稿的同时，不断调整审理流程，不放过任何一篇

优质稿件，选择编委送审制较原有的审理制度更能保

证期刊质量，提升期刊品质。与此同时，编委会成员的

年轻化、国际化，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方法，他们大多熟

知网络审稿系统，适应国际化的审稿流程，愿意承担期

刊方面更多的工作，这为期刊选择编委送审制提供了

良好的契机。

１３　创办国际化刊物的必要条件　当前不少国内的出
版单位瞄准国际化道路，希望创办国际化刊物，加入国

际知名的检索系统。对于国际化期刊的遴选标准，无论

是入选Ｅｉ（美国工程索引）［５］还是ＳＣＩ［６］，不可或缺的一
点就是实行国际化的同行评审制，即编委送审制。

２　编委送审制的操作流程

２１　编委送审制的流程　作者投稿后，由编委负责稿
件初筛，可直接退稿或录用，或者核对稿件后，选择一

两位审稿人审稿，编委结合审稿意见最终确定稿件是

否录用（图１）。审理流程的核心是由编委决定每一篇
稿件的去留。实行这种审稿制度，容易做到遴选审稿

人准确，对专家给出的审稿意见理解透彻，对作者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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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意见能够作出较好的判断，对稿件的质量把关

更为严格，在杜绝以次充好的稿件的同时，也不漏掉任

何一篇优质稿件。对所有稿件标尺统一，避免并矫正

了初审时多位同行评议标尺不一的现象［７］。在有专

职编辑的编辑部中，通常编辑完成稿件的初筛后，将稿

件转与编委处理，后续流程相同。

图１　编委送审制流程

２２　 编委的选择　根据编委送审制的特点，由编委
送审稿件并对其学术质量把关。这里说的编委，不是

通常意义上的编委会中的任意一位，而是编辑部与编

委会经协商选出的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选稿标准、有

能力决定稿件能否录用的编委，多为主编、副主编以及

其他编委中的骨干，为了与普通编委相区分，亦可称为

责任编委。有些期刊如《中国科学 Ｃ辑》，由编辑按稿
件所属的学科范围将其分配给相关编委，而有些期刊

如《科学通报》，则是所有稿件都通过主编，由主编决

定分配给哪位编委，编委完成送审后将审稿结果反馈

给主编，最终由主编定稿，决定是否录用。

实施编委送审制中的责任编委都是业内的学术权

威，不但热忱关注期刊的发展，能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处理稿件，而且对稿件审理流程和审稿系统十分

熟悉，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十分了解，在学术把关的同

时，为期刊组稿和约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有时

也承担着期刊的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工作［８］，在实施

编委送审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３　编委送审制的几种实施模式

　　《数学学报》《遗传》等期刊纷纷选择了编委送审
制，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与各自编辑部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期刊发展的审稿流程。

３１　新创办的国际化刊物的审稿流程———以《Ｍｙｃｏｌ
ｏｇｙ，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ｇ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为例　该
刊是于 ２００９年由中国菌物学会和 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出版集团联合出版发行的菌物学方面的国际性
刊物，它完全采用国际化的同行评审制———编委送审

制，由主编初筛后，将稿件交执行副主编处理，执行副

主编送审稿件并给出终审意见，这些意见反馈给主编，

由主编参考执行副主编的意见，给出最终结论。由于

是新刊，自由投稿较少，来稿多为编委约稿，每期刊出

８篇左右，主编及执行副主编处理稿件的任务不繁重。
该刊无专职编辑。

３２　老刊转变审稿流程———以《菌物学报》为例　
《菌物学报》从２００８年底起启用新的审稿流程，即编
委送审制，这是该刊编委会协商一致与国际接轨的一

种尝试。它将国际上通用的编委送审制中国化，保留

并弱化了编辑初筛，强调了主编送审。结合国内的实

际情况，编委大多身兼数职，十分繁忙，很难及时处理

每一篇稿件；因此，由期刊编辑完成稿件初筛，编辑只

对不符合期刊报道范围及内容过于简单的稿件退回作

者，同时对不符合期刊格式要求的稿件进行退修，强调

了初筛中对期刊格式的要求，弱化了初筛时对文章质

量的掌控，保证大多数格式合格、符合期刊报道范围的

稿件能直接送到编委手中。《菌物学报》从众多编委

中选择了６位专业涵盖该刊各个报道领域的专家作为
责任编委，负责稿件的送审及最终的定稿工作。

《菌物学报》实施编委送审制以来，在审稿方面取

得了较好的成绩。稿件平均刊出时间［９］由原来的１．０～
１．５年，缩短为目前的６个月。一些由责任编委直接定
稿刊用的稿件，从收稿到刊出最短的只需１０余天。同
时，编委送审准确，意见中肯，作者对审稿意见不认可的

情况大大减少，提高了审稿质量和效率。这一举措使得

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提高，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３４２上升到
２００９年的０．７２１，期刊排名也从４２位上升至１６位［１０］。

３３　专刊的审稿流程　专刊是整期集中发表某一学
科领域的研究进展，重点突出，内容鲜明，影响力大，对

期刊的发展有诸多益处。近年来很多期刊都尝试出版

专刊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１１］，如《微生物学通报》的

环境微生物专刊，《生物工程学报》的生物炼制细胞工

程专刊、工业生物技术专刊、生物能源专刊，《菌物学

报》的来源于真菌代谢产物的药物发现专刊等。针对

专刊稿件研究方向统一的特点，选择编委送审制，方便

其独立操作与管理。通常，编辑部选择１位适宜的编
委全权负责整期稿件，根据稿件的质量可直接录用或

退稿，亦可请一两位专家审稿后再决定稿件是否录用。

１位编委对整期稿件把关，标准统一［１２］。在专刊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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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过程中，编辑的角色更多的是为编委提供服务，亦可

参与专刊的组稿。

３４　编委推荐制　在期刊创新审稿流程的过程中，一
些期刊并未完全将编辑送审制改为编委送审制，而是

通过审稿流程中一些小的改变，更好地利用编委的学

术优势为期刊服务。编委推荐制保留了编委送审制的

精华，即责任编委决定稿件是否录用及推荐审稿人，其

不同之处在于责任编委并不直接参与投稿平台的操

作，这项工作由编辑来完成，减轻了编委的负担，更方

便、快捷地完成了稿件的审理。在审稿过程中，通过编

辑初筛的稿件根据研究方向转交给相关领域的编委，

编委决定是否受理，同时可推荐一两位审稿人，方便编

辑送审。这种流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编委没

有大量时间处理稿件、跟踪稿件进程的问题。编辑直

接通过 Ｅｍａｉｌ与编委联系，方便编委实时查阅、给出
建议，一方面能确保稿件的快速审理，另一方面保证稿

件送审的准确性。此审稿流程尤其适用于一些编辑不

擅长的研究领域，增强了期刊审稿的科学性。《生物

工程学报》在酶工程等研究方向上就采用了这样的审

稿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４　关于选择编委送审制的建议

　　学术期刊在坚持严格的审稿制度的基础上，具体
选择何种审稿流程是每个编辑部都面临的问题。在选

择审稿流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各刊的实际情况，因刊

制宜是基本原则。编委送审制受到编委人选等因素的

限制，只有适当选择，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４１　编委的选择是期刊选择编委送审制的关键　无论
是哪种模式的编委送审制，制度实施的关键在于编委的

选择。编委为期刊提供了直接的优质稿件，编委审稿也

是审稿过程的关键环节，确保了审稿的科学性，同时更

保证了期刊的出版质量［１３］。有了积极为期刊发展尽职

尽责的编委，即使来稿量大，工作内容繁多，也可通过编

辑与编委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来高质量完成审稿工作。

４２　坚持才能看到编委送审制的效果　在编委送审
制实施的初期，无论是新创期刊，还是从编辑送审制过

渡，难免会出现审稿过程不顺畅、不完善，稿件不能及

时审回等问题；但只要坚持，在运行中不断完善，就能

最终看到编委送审制的效果。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编辑们要在其中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

４３　不断创新，选择适宜各刊的编委送审模式　审稿
流程要与时俱进，根据编辑部的人员配比及每届编委

会的不同组成做好工作，不断尝试并创新，在确保并不

断提升期刊质量的同时，促进办刊队伍的发展，将更

多、更优秀的审稿人发展成为期刊编委，让他们更积极

主动地参与期刊的运作，与编辑共同办刊。

４４　编辑要适应角色的转变　在选择编委送审制的
同时，编辑的角色也在不断转变，从最初的参与稿件审

理，到最终的辅助编委审稿。除完成期刊编辑出版的

日常工作外，编辑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稿及期刊

推广等方面，充分发挥编辑自身的各种优势，做好工作

并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

５　结束语

　　综合考虑，编辑部最需要的审稿制度是，既发挥编
委送审制的优点，又能兼有专职编辑处理稿件的长处，

在缩短审稿流程、完善审稿制度的同时，加快稿件审理

速度。编辑应在工作中灵活应用合适的审稿模式，及

时与编委、审稿专家和作者进行沟通与联系，促成稿件

的顺利、快速刊发。期刊审稿制的选择，应因刊制宜。

各编辑部应当根据自己刊物的宗旨和编辑方针，不断

调整审稿流程，在创新模式的同时，严把稿件质量关，

提升期刊品质，为期刊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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