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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期刊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

聂兰英　王　钢　金　丹　张　宁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编辑部，５１０５１５，广州）

摘　要　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是保证学术刊物质量的关键环
节。《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编辑部通过确定审稿专家的审稿方

向、加强审稿专家数据库的动态管理、严把初审质量关、不定期

召开审稿专家集体审稿会、控制审稿专家的工作量及不断提高

审稿专家的工作热情等措施，正逐渐建立一支动态的高水平、

高效率的审稿专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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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科技期刊以最快的速度传播最新的科技信

息，审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中同行专家的评审

意见是评判论文学术水平和确定能否发表的主要依

据［１］。如何完善审稿专家数据库，如何提高审稿专家

的审稿质量，以及如何培养优秀审稿人，是目前所有科

技期刊编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笔者认为，建立一支动态的高水平、高效率的审稿

专家队伍，是保证科技学术期刊质量和健康发展的一

项关键措施。

１　完善审稿专家数据库

１１　正确确定审稿专家的审稿方向　目前绝大多数
编辑部都建立有自己的审稿专家数据库［２３］，但是，数

据库中存储的审稿专家的审稿方向却不一定都正确。

在专业越分越细的今天，每位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特

长和研究方向。笔者所在编辑部组织了一次对所有审

稿专家进行“审稿范围”的问卷调查，将骨创伤分为近

３０个研究方向，由审稿专家填写问卷。结果发现一个
主要问题，即审稿范围广，有４～２５个，平均１０个，有

的几乎包含整个创伤骨科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编辑

有时很难将稿件送到合适的审稿专家手中。后来编辑

部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专家近几年来发表学术

论文的情况、参加学术会议的演讲报告等，再结合专家

自己的意见来确定其审稿方向，使得审稿效率和审稿

质量大幅度提高。

１２　加强审稿专家数据库的动态管理　随着时间的
推移，有些专家的单位会变动，研究方向也会改变，所

以，及时补充和更新审稿专家数据库中的有关内容，保

证其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是提高审稿效率及质量

的关键措施之一［１，４］。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成为某一领域的精英，

编辑部可以利用因特网［５６］、专业会议、作者推荐［７］、

查阅文后参考文献等方式不断增加新的审稿专家，从

而不断扩充审稿专家数据库［８］。

２　提高审稿专家的审稿质量

　　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是决定一篇稿件能否刊用的
重要依据，也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通常所说

的审稿质量的好坏主要是看审稿专家对所审稿件的总

体评价和具体意见［９］，而具体意见对提高稿件的学术

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

笔者所在编辑部通过对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审稿专家
的审稿质量进行评价发现：２００３年４８２篇送审稿件共
送审９１１人次，在８６３人次审回者中，有８４人次未填
写具体意见，仅进行了总体评价，占 ９．７３％；２００４年
４５６篇送审稿件共送审８９４人次，在８２１人次审回者
中，有６９人次未填写具体意见，占８．４０％；２００５年４７１
篇送审稿件共送审９４９人次，在８２１人次审回者中，有
４７人次未填写具体意见，占５．７２％；２００６年６３３篇送
审稿件共送审１２４５人次，在１１２４人次审回者中，有
４５人次未填写具体意见，占４．００％。

分析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内稿件学术质量不太高，使得很多审稿专家
直接退回。

２）审稿专家工作繁忙，他们一般都是本专业的骨
干力量，承担着繁重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在

我国，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往往社会活动又多；因此，

很少有时间对稿件进行仔细阅读。

１４２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０卷

３）审稿专家缺乏审稿热情。目前国内审稿专家
有些只是为求某某杂志“编委”或“审稿专家”的头衔，

而不愿为审稿花更多的工夫。

对此，笔者所在编辑部采取了以下措施。

１）严把初审质量关，将明显不符合本刊发表要求
或毫无新意的稿件在初审时即退稿，以免浪费审稿专

家的宝贵时间。

２）不定期召开审稿专家集体审稿会，将少数审稿
专家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在不受外界打扰的情况下集

中精力来审阅稿件。由不同专家面对面针对某一篇稿

件发表自己的意见，相互交流和讨论，最终使每篇稿件

都得到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３）控制每位审稿专家每个月的审稿数量不超过２
篇，以减轻审稿专家的审稿工作量。

４）不断提高审稿专家的审稿热情。国外学术刊
物的审稿专家都意识到与作者的这一书面审稿内容的

来往是一个学术交流和引导的过程，对作者起到一定

的指导作用，这些审稿专家常常为一篇稿件无偿花费

很多时间。他们乐意去当常常是不为对方知道姓名的

老师。不少当初受到这些不计名利、甘于为素不相识

的作者默默进行指导的名师指点的学者，日后成为这

一领域的佼佼者，他们也给予比他们年轻的学者同样

的指导，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也是一种敬业精神，甘

于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１０］。为了提高审稿专家的工

作热情，编辑部将作者得到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后的

感激态度和认真修改文稿的态度转达给审稿专家，使

审稿专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他人是何等的重要，从

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审稿工作。

通过以上措施，编辑部所聘审稿专家的审稿质量

大大提高，２００７年已很少见到只写总体评价而无具体
意见的审回单了。

３　培养优秀审稿人

　　优秀审稿人的标准是：审稿质量高，审稿时间短，
热衷于审稿工作。第一个标准前面已述。审稿时间直

接影响到编辑部能否按时答复作者及稿件能否按时刊

发。笔者所在编辑部２００３年送审９１１人次中有４８人
次未审回（即催审后仍未审回），占５．２７％；半个月内
审回者１４７人次，占１７．０３％。２００４年送审８９４人次
中有７３人次未审回，占８．１７％；半个月内审回者１２５
人次，占１５．２２％。２００５年送审９４９人次中有１２８人
次未审回，占 １３．４９％；半个月内审回者 ６９人次，占
８４０％。２００６年送审 １２４５人次中有 １２１人次未审
回，占９．７２％；半个月内审回者２１３人次，占１７．１１％。
目前，国内热衷于审稿工作的专家极少。

根据以上标准，笔者所在编辑部于 ２００６年底从
１７２名审稿专家中评选出６位优秀审稿人，给予表扬
和物质鼓励。通过评选“优秀审稿人”，使得很多其他

审稿专家认识到审稿工作并不是一项人人都可以胜

任、都可以做好的工作，而是一项展示自己学术水平和

培养下一辈的崇高工作；所以，２００７年编辑部的稿件
审回单中极少出现只写总体评价、审回时间延长的情

况。编辑部计划每年评选１次“优秀审稿人”，从而不
断壮大优秀审稿人队伍。

４　讨论

　　科技期刊的审稿专家在保证并提高期刊质量，扩
大期刊的影响力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审稿

专家队伍的建设是每个编辑部都必须面对的具体且迫

切的工作。与国外杂志相比，目前国内杂志审稿专家

队伍的建设可以说是刚刚起步，所以，编辑部应该不断

完善审稿专家数据库，帮助并督促审稿专家不断提高

审稿质量，并下工夫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审稿人。

总之，建立一支动态的高水平、高效率的审稿专家

队伍，是保证科技学术期刊质量和健康发展的一项关

键措施。

５　参考文献

［１］　李云霞．加强审稿专家队伍的动态管理：《中国农业科
学》编辑部的实践［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１）：６６６７

［２］　许花桃，刘淑华，傅晓琴，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系统的实
现［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５）：３４４３４５

［３］　周晓文，郭国庆，杨蕴林．建立河南省科技期刊审稿专家
数据库的几点思考［Ｊ］．洛阳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２）：９１
９２

［４］　黄劲松，彭超群，杨兵．审稿专家的选择与管理［Ｊ］．编辑
学报，２００３，１５（１）：５５５６

［５］　李金丽，徐用吉，林清华．利用中国教育网选择合适的审
稿专家［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１８（２）：１４７

［６］　庄晓琼．试论科技期刊编辑如何利用高校校园网查找审
稿专家［Ｊ］．中山大学学报论丛，２００６，２６（１）：１７０１７３

［７］　ＲｉｖａｒａＦＰ，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ｏｌｄＳ，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ｄｉｔｏｒ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ａｕ
ｔｈｏｒｓ［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０７，１５１（２）：２０２２０５

［８］　李明志，锁志海，赵大良．学术期刊审稿专家数据库的开
发及其使用［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４，１６（４）：２７４２７５

［９］　陈蓉，吕赛英．科技期刊编辑与审稿专家密切合作的措施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３）：２０３２０４

［１０］汤锦波．中外学术论文差异及相关基本问题的认识［Ｊ］．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２００７，９（１１）：１００１１００５

（２００７１１１９收稿；２００８０１０６修回）

２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