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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科技期刊专家审稿的心理因素与编辑对策

幸　建　华
（广东药学院学报编辑部，５１０００６，广州）

摘　要　影响科技期刊专家审稿的心理因素包括思维定势、意
识意志、情绪情感、个性心理特征，等等，表现为审稿中的名人

效应、熟人效应，审稿思维情绪化、感性化，审稿责任意识弱化，

出现审稿疲劳。提高审稿专家自我心理监控调节水平，约定审

稿责任，加强编辑与审稿专家的沟通交流，提高审稿费用，建立

激励机制，是克服专家审稿中的消极心理，提高审稿质量的重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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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普遍实行三级审稿制，即编辑初审、专家

复审和主编终审。“三审制”中的专家审稿最为关键，

它对判定稿件的学术价值至关重要，是判定稿件取舍

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审稿专家不仅要具备“伯

乐”的慧眼，而且要具备法官那样的理性与公正；但由

于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使得审稿专家可能有失公正

与客观，导致对有些稿件学术价值的误判，从而影响科

技期刊的质量。这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影响科技

期刊专家审稿的心理因素。

１　心理因素对科技期刊专家审稿的影响

１１　思维定势　是指人们用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
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具有求同性、封闭性、守旧性

和单向性等特点。它通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形成，

而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种呆板、机械的思维习惯［１］。

审稿中的“马太效应”就是一种思维定势，表现在：审

稿活动中，审稿人对名人、学术大家的认同感，对学术

权威的盲目崇拜，即所谓的“名人效应”，使得他们对

此类稿件一看姓名和作者简介就放松审查；对有国家

基金项目和重点课题的论文即认为学术质量较高，对

此类论文不愿发表太多的意见；而对一些不知明作者

或年轻作者的稿件则往往持挑剔态度，很容易认同与

自己学术观点相同的论文，而否定与自己学术观点相

左的论文［２］，特别对向传统理论提出挑战的新观点、

新思想更是不认同、不通过，致使有新思想的年轻学者

的稿件往往要经过几次审稿才能通过；有的甚至一看

作者简介就放弃了对稿件的审阅，简单写出“不能发

表”或“修改后再审”等片面、笼统的达不到要求的审

稿意见，既没有对文稿具体方面的评价，也没有对文稿

总体作学术评价，使编辑部无法对稿件的学术价值做

出准确判断，给稿件的取舍带来困难。

１２　意识和意志　心理学认为：意识是在觉醒状态下
的觉知，它既涉及觉知时刻的各种直接经验，又包括对

这些内容和自身行为的评价［３］３０；意志是自觉地确定

目的、制订计划、采取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预

期目的的心理过程［３］４１。它是在与认识、情感密不可

分的联系中表现出来的更高级、更自觉的心理活动，所

以，意志的坚强与否，主要通过其工作中的表现反映出

来。对于同样的工作量、同样的审稿报酬，意志坚强的

审稿专家能不计报酬，默默奉献，认真审阅稿件，而意

志薄弱者则因工作繁忙或因觉得报酬太少，在审理稿

件时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在审稿工作中，由于意志不

够坚定，往往出现重亲情、血缘和友情等而轻职业道德

和规则的倾向。表现为重人情关系、轻文章质量，或者

出于对权利或不健康的社会压力的屈从，而使审稿结

论失却公正性。由于大部分专家担负着大量的教学、

科研任务，有的还兼任社会职务，工作强度大，精神压

力重，又长期帮助期刊审稿，使心理活动能力逐渐下

降，出现审稿疲劳、责任意识弱化的现象，审稿敷衍了

事，审稿意见笼统，让编辑无法确定被审稿件是否具有

科学性、创新性，也给主编定稿造成一定的困难。

１３　情绪和情感　是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反
应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要而产生的体

验。审稿专家的情绪状态影响对稿件的评价。审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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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时，能认真审读稿件，对稿件能

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心情烦躁、紧张、焦虑，或不满

意，或情绪低落时，无法把心思完全用在审读稿件上，

对稿件可能作出较低的评价，甚至一些有学术价值的

稿件因审稿人情绪低落而流失。有的专家因自己的关

系稿曾未被编辑部采用而产生不满情绪，出现不愿审稿

或审稿敷衍了事的现象；还有些专家在审稿时对作者有

同情心理，认为写一篇文章不容易，尽量“成人之美”。

这种将审稿思维情绪化、感性化的做法，不能真实地反

映稿件的学术价值，从而会影响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

１４　个性心理特征　是人的多种心理特点的一种独特
组合，集中、典型地反映了一个人心理面貌的独特性和个

别性，也是个性差异的主要方面。个性心理特征主要包

括性格、能力和气质等，其中以性格为核心［４］。良好的个

性心理品质会使人具备稳定的情感、强烈的自我控制能

力和坚强的意志［５］，从而有助于审稿专家克服心理因素

的影响，保证审稿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良好的性格有助

于提高审稿的效率和质量，有助于编辑部与专家之间的

交流。事业心、责任心强的审稿专家对待审稿工作认真

负责、兢兢业业，对每篇稿件都能及时、认真审阅，实事求

是地对论文内容质量尽可能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提

出中肯的评审意见，并指出存在的问题，而事业心、责任

心差的审稿专家对待审稿工作却敷衍了事。

２　克服专家审稿心理因素影响的对策

２１　加强自身修养，克服个性障碍　审稿专家在审稿
中容易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审稿人加

强修养，克服个性障碍，提高自我心理监控调节水平。

对审稿人开展崇尚科学、坚持真理、加强责任感的宣

传，有利于提高审稿人的职业道德水平，降低心理因素

对审稿工作的消极影响［６］。

２２　约定责任，确保审稿意见客观、公正　专家审稿
中存在“职责不明，责任不清”，在一定程度上为心理

因素的影响提供了空间。编辑部有必要与审稿专家签

订审稿协议，以明确其工作的责任和任务。审稿契约

的建立，有利于增强审稿责任感，减少审稿过程中心理

因素的影响，提高审稿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准确

性［６］。编辑部应对审稿质量进行监测，建立审稿专家

信誉制度，在期刊上公布审稿人名单，以提高其社会责

任感和荣誉感。当然，在强调审稿人责任的同时，还应

该考虑他们的利益，以保护其审稿的积极性［７］。

２３　加强与审稿专家的沟通与联系　学术造诣深厚
和人品高尚的审稿专家是编辑部的良师益友，是科技

期刊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建立专家与编辑（编

辑部）之间的互动交流机制，不仅必需而且十分重

要［８］。编辑部应以多种方式充分表达对审稿专家的

尊重和爱护［７］；要事先取得专家的同意，达成基本的

合作意向后，方可将稿件寄给他们评审［９］；在送审稿

件前，一定要通过电话询问专家是否有时间审稿，按专

家的要求以最快捷的方式送稿；充分尊重审稿专家的

审稿意见；对于年轻的或初次审稿的专家要让他们了

解审稿的程序及如何写审稿意见；当审稿专家不能按

时审回时应委婉地提醒或催督；做好稿件的初审工作，

减轻审稿专家的劳动强度；定期发送由主编签署的感

谢信，以增进编辑与审稿专家的感情。

２４　提高审稿费用，建立激励机制　审稿是要求较高
的脑力劳动，由于付给审稿专家的报酬普遍较低，所以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稿专家的积极性。准确评审一篇

文章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所得报酬与其付出

落差较大。提高审稿报酬，既体现了对审稿工作的重

视，又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及对审稿专家劳动的尊重。

编辑部应创造条件每年评选一次优秀审稿专家，并给

予表彰和奖励，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体现出对审稿专家

劳动的肯定，从而调动审稿专家的积极性，使审稿专家

更愿意为期刊的发展多作贡献［１０］。

当然，影响科技期刊专家审稿的心理因素与对策

很多，要克服心理因素的影响，需要编辑与审稿专家的

共同努力，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以提高审稿质量，促

进科技期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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