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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稿件退修中编辑主动性的发挥

高　申　李国玲　杜宇欣
（环境与健康杂志编辑部 ，３０００１１，天津）

摘　要　结合编辑工作实践，论述编辑在稿件退修中应积极发
挥的主动性：主动思考，重视沟通；主动突破，耐心指导；主动交

流，与作者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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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是编辑工作流程中重要的一环，是保证期刊

质量的一项重要工序［１］。编辑在退修过程中高质量

地、富有建设性地将审稿意见反馈给作者，指导作者充

分挖掘并展现研究中的闪光点，培养作者的科研思维

和撰写论文的能力，甚至在与作者的互动中相互启发，

共同成长，是需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的。编辑主

动性的发挥对实现文化传播中的选择与导向功能和文

化创造中的优化功能十分重要［２］。

１　主动思考，重视沟通

　　编辑主动思考是贯穿在退修工作中的生命线。主
动思考能力是在向稿件内容质疑、向自身知识积累质

疑，甚至向专家的审稿意见质疑中不断培养、锻炼形成

的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思考使编辑在稿件退修

中始终保持主动权，从而能够通过分析、综合，准确地

把握审稿意见，最终将它们落实到刊发的文稿中；能够

及时发现专家在审稿过程中忽略的却与论文质量紧密

相关的细节问题；能够在审稿意见的基础上，以学科发

展为导向，发现稿件的闪光点，基于而又不限于审稿意

见，富有建设性地指导作者修改文稿。

退修工作中，编辑主动思考主要体现在重视比较

上：通过对稿件各个部分的比较，发现论文前后不一致

甚至矛盾的地方，从细节着手，严把质量关；通过与文

献资料比较，并斟酌专家审稿意见的异同，站在期刊的

角度对文章价值作出独立、客观、科学的评价；在核查

作者对专家审稿意见的答复和处理中，主动寻找问

题［３］，并善于换位思考，与作者有效沟通，避免信息交

流出现盲区。

如果说主动思考是退修中发现问题的关键词，那

么，重视沟通就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编辑应在与作

者的沟通合作中建立一种亲切、平等、相容的关系，充

分调动作者的激情和活力，使每位作者的创造力都得

到最有效的发挥，价值得到最充分的体现［４］。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沟通方式日新月异，及时性

不断提高。笔者发现，与书面交流相比，电话交流的灵

活性更强，针对性更强，反馈更及时。就审稿中出现的

一些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编辑主动与作者进行电

话沟通，双方能更直接地了解对方的看法，更容易达成

一致意见。例如，一篇研究生论文，编辑首先通过电子

函件退修，但问题没有解决，专家建议退稿。编辑考

虑，研究生初次投来的稿件往往表达上达不到要

求［５］。该文的突出问题是材料组织不好，导致实验程

序叙述不清晰。由于书面交流表达存在局限性，有必

要与作者电话联系，深入沟通。通过编辑和作者的共

同努力，问题得到了澄清，修改稿通过终审顺利发表。

电话交流要求编辑语言表达清晰流畅、准确明白、

简洁省时、要言不烦［６］。电话沟通前，编辑先要打好腹

稿，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沟通过程中要引导作者围

绕问题提供信息，每次沟通后要及时做书面记录并为

下次交流积累经验。此外，编辑还可以在发退修意见

前，针对专家提出的关键的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与

作者提前进行电话沟通，使作者有重点地作修改，提高

一次退修的成功率。

２　主动突破，耐心指导

　　笔者服务的《环境与健康杂志》是预防医学专业
的学术性期刊。近年来，环境与健康相关研究加速发

展，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的新局面。

本刊读者和作者涉及的专业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医学

工作者，环境科学、数学、体育等专业的研究者也以极

大的热情投入到环境与健康方面的研究中，其中不乏

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医学期刊论文有严格的撰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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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非医学专业研究者的行文习惯与其有差异，往往导

致论文存在结构不合理、概念模糊、语言不严谨、基础

数据不充分等缺陷。该类文章如果不仔细提炼和整

理，不规范写作方式，一般很难达到出版要求。

为了满足学科发展和实际需要，本刊扩大了报道

范围和作者与读者群，拓宽思路，吸取各学科在环境与

健康方面取得的成果，努力使自己成为各专业研究人

员学习、交流并展示成果的园地和舞台。

科技期刊编辑应该洞悉不同时期该专业的发展脉

搏，独具战略眼光，识别并优先发表将来可能迅速发展

和产生巨大影响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一些具有学术

导向性，对今后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但研究成果还

不成熟，事实根据尚不充足的稿件，编辑也应该主动付

出更多的精力，耐心指导作者修改完善，只要能自圆其

说，也应当给予发表的机会。例如，某体育专业作者撰

写的关于体育健身环境研究的论文，本刊未报道过该

方面的研究，该类稿件是否符合刊用范围并没有借鉴

的先例；但考虑到体育健身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越

来越紧密，该类研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今后的研究

有导向作用，因此，编辑耐心指导作者提炼研究内容、

组织文章结构、补充重要数据，通过作者和编辑的共同

努力，稿件达到了刊出要求。

编辑的责任是将有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科学著

作推向学术界和社会，使之指导读者的实践并接受实

践的检验，而不能以“权威”自居轻易裁决它们的“生”

与“死”［７］。对于那些与传统观点相左的“特类”文章

或研究内容独特的“边缘”文章，编辑应给予足够的重

视，以高远的目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对这些文章的学术

观点作出合理的评价和正确的处理，这对于推进科学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　主动建议，共同成长

　　高质量的稿件退修工作有助于提高作者的素质，
为期刊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有价值的退修意见并不

以将审稿人提出的问题有效地传达给作者为最终目

标，而要力争使作者通过修改稿件“收获在稿外”：编

辑在做稿件退修工作时，不仅要从微观着手，指导作者

对论文本身进行修改以达到出版要求，而且要从宏观

着眼，将专家审稿意见中在科研设计和科研选题方面

的评价转化为指导作者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的养料，

为他们今后的工作指明方向、提供动力。例如，一篇关

于空气花粉浓度与楼层关系的文章，选题新颖但因实

验设计存在缺陷，无法进行统计学检验，降低了论文的

科学性。稿件退修过程中，编辑主动与作者探讨完善

实验设计的方案，并结合专家意见提出了建议，作者表

示很受启发，计划按照科学的实验方案重新开展调查。

编辑还可以发挥接触稿件广的优势，建议作者阅读有

关文献，以开阔其研究思路。此外，编辑部对某些可塑

稿件，还可请责任心强的编委具体指导，像培养研究生

一样，通过论文的写作迅速提高其科研能力［８］。

为了实现科技期刊对作者的导向作用，编辑要力

求与作者进行无障碍交流；因此，编辑既要具备与时代

发展潮流相适应的编辑理论与编辑技能，又要形成能

够与本领域作者对话交流的专业知识结构［９］。阅读

并研究专家的审稿意见７是提高编辑专业素养的一种
有效途径 。专家的审稿意见是编辑人员评判稿件学

术质量、确定稿件是否具有发表价值的重要依据［１０］，

若能注意对其深入研究和应用，日积月累，对提高自己

的专业素养大有帮助。

编辑要善于转化并升华审稿意见中的否定信息。

如专家指出某项调查设计存在缺陷，并从反面论证了

该缺陷存在的原因。编辑可以进行逆向思维，设想科

学的设计方案，如不确定则应进一步请教审稿专家。

编辑在将生硬的定论性文字转变为高质量的退修意见

的过程中，锻炼了自身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并在与

作者的交流时了解到调查研究和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实

际困难，有利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再度审视稿

件，对作者研究成果的价值作出合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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