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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的审稿专家队伍一般由各学科专业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

者、专家组成, 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 对本

专业、本学科的发展动向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他们是稿件质量

的把握者, 期刊的学术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稿专家的业务素

质和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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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稿 件 录 用 量 、 开 通 优 秀 稿 件 快 速

发 表 的 绿 色 通 道 以 及 改 变 排 版 运 作 模

式等 , 均可有效缩短发表周期。

提高审稿质量 , 严格把好质量 关 。

宁 可 文 章 少 , 也 要 发 精 品 , 以 提 高 杂

志 影 响 力 。 多 提 建 设 性 意 见 , 使 作 者

在 投 稿 过 程 能 学 到 更 多 东 西 。 邀 请 国

外 一 些 知 名 专 家 评 审 稿 件 及 国 内 年 富

力 强 的 中 、 青 年 研 究 人 员 进 行 审 稿 。

如 在 生 物 学 领 域 发 展 十 分 迅 猛 , 知 识

更 新 快 , 如 果 不 是 一 线 的 研 究 人 员 ,

对 新 知 识 和 新 技 术 的 审 阅 将 有 很 大 的

片 面 性 , 影 响 稿 件 质 量 和 学 科 发 展 方

向。

重 视 审 稿 的 权 威 性 , 杜 绝 靠 关 系

录 用 的 可 能 性 。 同 行 专 家 审 稿 时 避 免

偏 见 或 审 稿 不 够 认 真 , 对 稿 件 的 评 价

不 合 理 , 特 别 是 对 一 些 影 响 较 小 的 高

校 , 不 应 过 分 注 重 作 者 单 位 、 影 响 及

基 金 项 目 , 不 要 以 人 取 稿 , 把 好 文 章

的 质 量 关 。 这 需 要 编 辑 部 和 审 稿 人 的

共 同 努 力 , 编 辑 做 到 认 真 负 责 , 对 评

审 人 员 进 行 认 真 审 核 , 审 稿 程 序 正 规

有序。

( 3) 提高刊物的时效性

国 内 期 刊 刊 登 的 论 文 在 国 际 同 行

看 来 过 时 的 较 多 , 而 国 内 一 级 刊 物 是

众 多 研 究 人 员 尤 其 是 研 究 生 关 注 的 重

要 对 象 , 这 些 刊 物 刊 登 的 论 文 起 到 了

引 领 研 究 方 向 的 作 用 , 但 是 目 前 一 级

刊 物 的 作 用 发 挥 得 并 不 理 想 , 越 来 越

多 的 研 究 人 员 开 始 直 接 关 注 国 际 最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会 议 、 学 术 期 刊 , 国 内 刊

物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 4) 加强稿件组织力度要求

加强学术期刊的约稿和选题策 划 。

在 吸 引 高 质 量 论 文 方 面 做 工 作 , 改 变

被 动 接 受 , 安 于 现 状 的 作 风 , 向 相 关

知 名 专 家 邀 稿 , 吸 引 国 际 知 名 学 者 投

稿 ; 邀 请 行 业 学 术 带 头 人 的 投 稿 , 同

时 邀 请 国 外 专 家 的 文 章 。 在 稿 件 的 组

织 上 不 只 是 以 提 高 刊 物 本 身 的 学 术 水

平 为 目 的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能 提 升 国 内

相 应 学 科 的 研 究 层 次 , 推 动 国 内 某 些

研 究 领 域 的 发 展 , 或 促 进 国 内 某 些 领

域 的 科 研 攻 关 , 在 稿 件 组 织 上 , 要 注

意针对性和选择性。

( 5) 强化科技刊物的学术价值

重 视 论 文 的 科 学 性 , 少 一 点 商 业

气息。目前有部分期刊追求经济利益 ,

只 要 交 钱 不 管 质 量 如 何 一 律 照 登 , 严

重 地 影 响 期 刊 的 信 誉 。 质 量 是 期 刊 的

生 命 , 国 家 应 增 加 对 重 点 刊 物 的 投 资

力度 , 考虑取消或降低版面费。

( 6) 提 高 编 辑 服 务 意 识 与 服 务 质

量

由 “ 编 辑 部 的 服 务 态 度 对 作 者 投

稿 的 影 响 ” 反 馈 意 见 显 示 , 绝 大 多 数

作 者 认 为 编 辑 部 的 服 务 态 度 对 作 者 的

投稿选择有影响。因此 , 期刊编辑部要

着重提高服务质量 , 在作者中形成良好

的口碑。编辑部提高服务意识 , 完善数

字化平台建设 , 实现网上投稿、审稿和

改稿 , 退稿时应附有审稿意见 ; 在同作

者的沟通方式上 , 绝大部分作者认为最

好的沟通方式是通过电子邮件 , 在特殊

情况下辅以电话沟通 , 就能达到联系方

便 快 捷 , 交 流 情 况 清 楚 准 确 。 ( 作 者 单

位: 1.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成都分馆; 2.中

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目
前, 我国学术期刊审稿一般例行稿

件“三审制”, 即编辑部初审、同

行专家外审和主编终审[1]。其中, 外审过

程审稿专家对稿件的质量把关是科技期

刊保证和提高其学术质量的重要环节 [2]。

科技期刊的审稿专家队伍一般由各学科

专业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者、专家

组成 , 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

的实践工作经验 , 对本专业、本学科的

发展动向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 判 断 力 ,

他们是稿件质量的把握者 , 期刊的学术

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稿专家

的业务素质和科学态度。高素质、高效

率的审稿专家队伍是我国学术期刊不断

发展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 上 来 说 ,

审稿专家既是我国各学科领域科研队伍

的主体 , 同时又是学术期刊质量建设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对我国学术期刊的

审稿专家群进行调研 , 征求他们对我国

学术期刊质量建设的评价、对于学术期

刊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于进一

步提高审稿质量和效率的需求等 , 并通

过统计、归纳和分析得出结论性的意见

和建议 , 对于提高我国学术期刊审稿专

家队伍的素质和效率、加强学术期刊质

量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 , 我们在进行中国科协委托的

“中国科协学术期刊质量建设”课题研究

中 , 开展了“审稿专家对我国学术期刊

质量建设的评价和建议”专题的研究工

作。

首先 , 设计审稿专家调查问卷 , 主

要调查内容包括审稿专家对于期刊稿件

质量的评价、审稿专家的审稿意向、审

稿专家对于目前我国中英文科技期刊质

量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 以及专家个人基

本信息等。根据核心期刊库收 录 情 况 、

获 奖 情 况 、SCI/Ei/Medlin数 据 库 收 录 情

况 , 并结合学科分布综合考虑 , 我们选

取了24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术期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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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期刊的审稿专家群进行问卷调查,

每 种 期 刊 发 放 问 卷50份 , 共 发 放 问 卷

1190份, 收到返回问卷359份, 问卷回收

率为30.17%。根据359份审稿专家调查问

卷中的各项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 综合分

析审稿专家对于中国学术期刊的评价以

及对其进一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一、审稿专家基本信息情况

审稿专家基本信息部分主要调查了

审稿专家的年龄分布和学历、职称以及

目前的工作单位等情况。从调查结果得

到 , 目前学术期刊审稿队伍年龄分布很

集中 , 中青年学者是学术期刊审稿任务

的主要承担者 , 其中 , 处于36～45岁年

龄段的审稿专家所占比重最大 , 几乎占

到了审稿专家总数的一半。这个年龄段

的审稿专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 , 而且

一般都具有了相当的科研工作经验和学

界知名度 , 因此是目前审稿专家队伍的

主要力量。

从审稿专家的学历水平来看 , 目前

博士学历审稿专家比例最高 , 达66.5%;

而本科和硕士学历的审稿专家比例基本

相当, 分别为18.5%和15%。对于审稿专

家的职称统计结果显示 , 教授职称的审

稿专家比例占绝对优势, 高达84.7%; 副

教授比例占13.2% , 讲师职称审稿专家仅

占2.1% 。可见目前学术期刊审稿队伍一

般由高学历、高职称专家组成 , 具有较

高的理论水平和科研实力。从审稿专家

工作单位来看 , 他们基本分布于大学和

研究所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单

位, 其中大学审稿专家比例占63.2%, 研

究所审稿专家比例为31.3% , 而公司和其

他性质的单位如医院等分布很少 , 仅占

审稿专家总数的5.5%。

二、审稿专家的审稿意向

在审稿专家的审稿意向调查中 , 主

要调查了影响审稿专家对稿件评价的因

素、审稿专家的审稿侧重点 , 以及他们

对审稿方式、审稿时间的意见等。

1. 影响稿件评价的因素

除稿件本身的学术质量 , 期刊的声

誉、作者的学术写作水平、作者在专业

领域的知名度、作者的职称职务 , 以及

论文是否为重大基金项目支持等因素均

可能影响到审稿专家对于稿件的总体评

价。针对这几个方面 , 对审稿专家意向

进行调查, 图1调查结果显示, 作者的学

术写作水平是影响审稿专家对稿件评价

的最主要因素, 其意见比例占43.3% ; 期

刊声誉其次, 其意见比例占26.5% , 说明

期刊声誉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审稿专家对

稿件的评价 , 反映了有相当部分的审稿

专家在审稿过程中 , 对不同期刊的稿件

判别标准也有所不同 ; 论文研究课题是

否为重大基金项目支持以及作者在专业

领域知名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稿专

家对于稿件的评价 , 其意见比例分别为

15.4% 和9.2% ; 而作者职务职称对稿件

的评价基本没有影响 , 其意见比例仅为

0.2% 。

图1 影响审稿专家对稿件评价的因素

2. 审稿侧重点

一般来说 , 科技期刊研究论文的主

要内容可以分为引言、资料与方法、结

果、讨论和参考文献5个主要部分。针对

这5个方面, 对审稿专家的审稿侧重点进

行调查, 图2为调查统计的结果。审稿专

家的审稿侧重点非常明显 , 主要侧重于

论文的资料与方法和结果两个部分 , 这

两项的意见比例高达69.8% , 讨论部分其

次 , 占所有意见比例的18.3% , 引言占

8.2% , 参 考 文 献 仅 占3.9% 。 这 不 难 理

解, 因为科技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主

要体现在其资料与方法的严谨性和创新

性、结果的创新性以及讨论的逻辑性和

科学性。这3个部分构成了论文的核心内

容, 决定着论文的学术质量水平和科学

价值, 因此这3项同样是审稿专家的审稿

侧重点。

图2 审稿专家的审稿侧重点

3. 审稿方式

合理的审稿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排

除各种因素干扰 , 从而保证审稿过程公

正性和客观性。针对目前最为合理从而

有利于科技期刊发展的审稿方式这一问

题征求了审稿专家意见。其中 , 同意双

盲 审 稿 的 审 稿 专 家 比 例 占 绝 对 优 势

( 61.9%) ; 而赞成单盲审稿和公开审稿的

审稿专家比例相当, 均为17.6% 。可见 ,

在大多数审稿专家看来 , 目前最有利于

期刊发展的审稿方式仍为双盲审稿方式。

4. 审稿时间

针对审稿时间问题 , 调查了审稿专

家目前的审稿时间和他们所希望的审稿

时间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 目前审稿时

间 在 1 个 月 之 内 的 审 稿 专 家 的 比 例 达

50.6% , 其次是2周以内审回的审稿专家,

占审稿专家总数的28.9% , 18.8% 的审稿

专家所用审稿时间在1～2月。而从专家

希望的审稿时间看出 , 占半数以上审稿

专家希望编辑部要求审稿时间在1个月之

内 , 28.7% 的审稿专家希望审稿时间在

1～2个月, 而只有18.2% 的审稿专家希望

审稿时间在2周之内。可见大部分审稿专

家能够接受的审稿时间为1个月左右, 而

目前仍有较多编辑部要求审稿专家审稿

时间超出了审稿专家的期望时间 , 审稿

负担较重。

三、审稿专家对于稿件质量

的评价

1. 稿件选题的新颖性

新颖性和前沿性的稿件选题反映了

科学发展的最新方向 , 其研究成果对于

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也为后

继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在

对审稿专家对于所审期刊稿件选题新颖

性程度的评价情况方面, 74.7% 的审稿专

家认为目前所调查期刊的稿件选题“比

较新颖”, 6.7%的审稿专家认为稿件选题

“新颖”, 而17.3%的审稿专家认为稿件选

题“一般”, 反映了目前科技期刊稿件选

题一般能够较好地把握学科发展前沿 ,

体现了较强的创新性和新颖性 , 这与所

调查期刊为国内较知名期刊 , 稿件质量

相对优秀有重要关系 , 同时也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紧跟科学发

展前沿 , 积极开展创新性研究的状况。

重大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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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认为稿件选题“新颖”的审稿专家比

例较低 , 稿件选题的新颖性仍有待进一

步提高。

2. 文章写作规范和专业写作水平

期刊文章的写作规范程度和作者的

专业写作水平是稿件学术质量的反映 ,

同时也是影响期刊质量的重要因素。对

于稿件写作规范的调查包括论证过程和

结论的逻辑性、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的

严谨性和完整性、参考文献引用等 , 同

时调查了审稿专家对于稿件专业写作水

平的评价意见。

( 1) 论证过程和结论的逻辑性。调

查结果显示, 86.8%的审稿专家认为所审

大部分稿件论证过程和结论符合逻辑 ,

12.6% 的审稿专家认为所审稿件全部符合

逻辑。可见 , 目前科技期刊作者在写作

文章时 , 一般能够较好地保证论证过程

和结论的逻辑联系 , 稿件的逻辑性较为

理想。

( 2) 研究方法和体系的严谨性。表1

是关于审稿专家对稿件研究方法和体系

的严谨性评价的意见统计。有50.7%的审

稿专家认为其所审稿件中有60%～80%的

稿件具有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 ,

而另有20%～40%的

稿件的研究方法和体

系 的 严 谨 性 不 够 ;

23.3% 的审稿专家认

为 其 所 审 稿 件 仅 有

40%～60%具有严谨

的研究方法和体系。

可见, 目前有相当比

例的稿件在研究方法

和体系的严谨性方面

存在问题, 仍需要进

一步提高 , 这需要引起科技期刊编者和

作者的足够重视。 ( 见表1)

( 3) 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表2是 对

于稿件参考文献引用情况的调查结果。

有44.0%的审稿专家认为所审稿件参 考

文献引用“恰当且完整”, 49.7%的审稿

专家认为目前所审稿件的参考文献引用

不全, 而认为参考文献引用“不恰当且

不完整”或“过多且不完整”的审稿专

家比例较少 , 共占6.3%。可见在目前稿

件作者的写作规范中 , 参考文献引用是

较为薄弱的环节 , 编辑部可在投稿指南

以及对作者写作规范的指导中 , 进一步

强调参考文献引用的齐全性。 ( 见表2)

( 4) 作者的专业写作水平。对稿件

专业写作水平的调查结果显示 , 专家意

见集中在“好”和“一般”两类意见。

其中 , 33.4% 的审稿专家认为稿件专业

写作水平“好”, 64.2% 的审稿专家认为

目前所审稿件的专业写作水平“一般”。

由此可见 , 目前科技期刊作者的专业写

作水平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结合前

述作者的专业写作水平是影响审稿专家

对 于 稿 件 评 价 的 最 重 要 影 响 因 素 的 情

况 , 学术期刊的作者应该认真提高其专

业写作水平 , 同时期刊编辑部也可在初

审过程中加强对于论文写作规范的要求

和指导。

3. 稿件的学术质量

科技期刊稿件的学术质量是影响期

刊质量的关键因素 , 并且与期刊的影响

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优秀的稿源质量是

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保障 , 同时也反映

了期刊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此

外 , 科技期刊的总体稿件质量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科研水平。

在对稿件学术质量调查中 , 调查了

审稿专家对于目前中文稿件和英文稿件

质量的评价以及对于稿件总体学术水平

的评价。表3为审稿专家对于中文稿件和

英文稿件质量的评价。可以看到 , 审稿

专家对于中文稿件质量的评价要高于英

文稿件 , 但总的来说 , 质量较好的稿件

在所有中文或英文稿件中的比例普遍不

高。外审稿件质量的高低与编辑部的初

审力度和期刊在学界的认可度都有一定

的关系 , 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稿源质量仍然是目前我国学术期刊面临

的重要问题。与中文稿件相比 , 英文稿

件总体质量偏差与目前质量好的英文稿

件一般首选国外期刊发表的现状有重要

关系。如何吸引优秀稿源以及鼓励科技

工作者将优秀稿件发表在国内的科技期

刊上仍然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

( 见表3)

我们还调查了审稿专家对于所审稿

件总体质量水平的评价意见。审稿专家

对 于 稿 件 总 体 质 量 水 平 的 评 价 集 中 于

“较高” ( 54.7%) 和“一般” ( 40. 5%)

两个层次, 而仅有3.6% 审稿专家认为稿

件质量“优秀”。这进一步说明了优秀稿

源仍较缺乏 , 科技期刊稿源质量有待进

一步提高。

四、审稿专家对于我国学术

期刊发展的建议

在以上以封闭性问题调查审稿专家

对于审稿各项意见的基础上 , 我们设置

了两个开放性的问题 , 即审稿专家对于

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和科技期刊整体的评

价、意见和建议 , 使审稿专家围绕两个

主题自由发挥, 充分表达其意见和想法,

从而更深层次、更全面地收集审稿专家

图3 审稿专家的实际和希望的审稿时间

表1 对文章研究方法和体系的严谨性评价

表2 稿件的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表3 审稿专家对中英文稿件质量的评价 ( 注: a为中文稿件 ; b为英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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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强我国科技期刊及英文科技期刊

质量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 针对英文学术期刊建设的评价

( 1) 英文写作水平。目前我国英文

期刊刊载论文及作者所投英文稿件的英

文写作水平和表达能力亟待提高 , 英文

的标准化水平较低是目前国内英文期刊

面临的首要问题。

( 2) 英文期刊的学术质量。与中文

科技期刊相比 , 我国的英文科技期刊总

体学术质量水平相对较高 , 但与国际知

名刊物相比, 其学术质量仍有待提高。

( 3) 期刊的国际化水平。目前英文

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 , 表现

为: 稿源国际化水平较低 , 国外作者比

例少; 编委和审稿专家国际化程度不够;

英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较低。

此外, 英文期刊的发表周期和审稿

周期过长、审稿队伍学术水平和素质有

待提高、期刊特色不明显 , 以及版面费

过高等都是目前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存在

的主要问题。

2. 针对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建设的评价

( 1) 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众多 , 但学

术质量普遍较低 , 具体表现为 : 低水平

重复性研究现象严重 , 稿件原创性、新

颖性和完整性不够 ; 论文的真实性和严

肃性有待提高 ; 一稿多投和“改名”多

投现象严重。

( 2) 论文写作规范水平亟待提高。

( 3) 审稿过程的客观性、公正性和

审稿效率有待提高。

( 4) 现行评价和考核机制对于国内

期刊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许多研究单

位过于强调SCI、EI收录等指标, 使得高

质量论文大部分流向国外期刊 , 国内期

刊缺乏优质稿源 , 从而使得其学术质量

受到严重影响。

3. 对于加强我国学术期刊质量建设

的意见和建议

综合审稿专家对于加强我国学术期

刊质量建设的意见 , 可以归纳为以下的

几个方面 : 控制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数

量, 取缔质量较差、重复建设的低水平

期刊, 加强对重点刊物的支持力度 ; 大

力扶持和鼓励英文科技期刊 , 促进基础

较好的英文期刊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 ,

向创办国际知名期刊的目标迈进 ; 吸引

优质稿源 , 从稿件质量水平上保证期刊

的学术质量; 建设真正具有审稿能力的、

国际化的期刊编委会 , 强调编委会对于

期刊的责任和义务 ; 建立审稿专家审稿

质量监测系统 , 提高其责任心和审稿水

平, 同时加强国际同行专家的审稿工作,

从加强审稿过程的公正性来保证刊物的

稿件质量 ; 加强对于论文写作规范的要

求, 取消对于稿件篇幅的限制 ; 加强编

辑部的初审力度, 以减轻审稿专家负担,

并加强对于一稿多投、涉嫌抄袭等行为

的审查和打击力度 ; 改革和调整评价和

考核机制 , 鼓励科研人员将优秀科研成

果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上 , 促进我国科技

期刊质量的提高 ; 取消或降低文章发表

的版面费。 ( 作者单位: 1.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

图书馆武汉分馆; 2.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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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选24种期刊包括: 《中国中药杂志》、 《中

国生物工程杂志》、 《中国药理学报 ( 英文版) 》、

《中华医学杂志 ( 英文版) 》、 《化学学报》、 《催化学

报》、 《物理快报 ( 英文版) 》、 《中国天文和天体物

理学报》、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中国电机工程

学报》、 《中国海洋工程 ( 英文版) 》、 《中国机械工

程》、 《金属学报》、 《数学学报》、 《力学学报》、

《作物学报》、 《林业科学》、 《自然资源学报》、 《矿

床地质》、 《地理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石油学报》、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报 ( 英文版) 》、

《软件学报》, 基本囊括了我国学术期刊所涉及的主要

学科领域。所选期刊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水平, 有

一定的代表性, 基本上可以反映我国学术期刊的发

展水平。

读
者调查是了解读者需求 , 获取读

者对期刊评价和认识的重要方法

之一 [1]。一方面 , 通过读者调查可以了

解 读 者 的 需 求 和 刊 物 发 展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结 合 读 者 的 意 见 与 建 议 , 有 针 对

性地改进刊物工作 [2]; 另一方面 , 在进

行 读 者 调 查 的 同 时 也 宣 传 了 刊 物 , 增

加 刊 物 的 影 响 。 本 文 依 据 对 不 同 学 科

24种期刊的调查 , 就调查的基本概况、

读 者 对 刊 物 的 建 议 及 评 价 , 谈 谈 读 者

调 查 对 学 术 期 刊 建 设 的 几 点 认 识 与 思

考[3]。

1.本问卷调查的基本概况

1.1问卷调查的目的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科协及全国学会

科 技 期 刊 在 2006～2007 年 度 的 发 展 状

况, 论证网络平台建设的可行性 , 了解

数字化期刊发展现状 , 总结发展经验和

规律 , 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以便更

好地为期刊改革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为政府制定科技期刊改革与发展政策提

供必要的参考。

读者选择学术期刊的主要考虑因素是期刊的声誉和是否容易获得文章内

容。学术期刊发行者应不断增强期刊论文的创新能力、提高出版质量,

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同时, 学术期刊还应加强与数据库的合作, 以便

读者能够更方便的获得期刊内容。

为我国学术期刊质量
建设建言
——— 一份学术期刊读者调查报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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