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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时代科技期刊审稿专家队伍的组建与管理

吴 淑 金

［摘要］结合工作实际，分析了网络时代审稿工作的特点，提出了建立审稿专家队伍的方法和思路，指出了维护和及时更

新审稿专家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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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的质量取决于学术论文的质量，审稿

专家对保证学术论文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审稿

专家对论文结果的重要性和准确性做出的独立、客
观的评估，既是期刊编辑的参考，又能帮助论文作

者改善文章中的组织结构和逻辑性，从而使文章具

有更强的可读性和科学严谨性［1］。本文结合工作

中的体会和经验，探讨科技期刊如何组建高效、杰

出的审稿专家队伍。
1 网络时代科技期刊审稿工作的特点

网络化使期刊的审稿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

线审稿成为常态。目前国内已开发多种基于网络的

投稿和审稿系统，如《广东医学》( 下称“本刊”) 使用

的北京马格泰克公司的网刊系统，勤云公司、三才公

司开发的网刊系统等，均实现了专家在线审稿。

国外基于网络的稿件管理与同行评议系统的

一些经验值得国内科技期刊借鉴。如 Elsevier 期刊

出版系统通过审稿界面提供的 Scopus Search 功能

键，既可检索待审稿件作者已发表的论文，了解其

研究兴趣和研究成果，又可检索与待审稿件相关的

研究论文，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动态，从而杜

绝稿件雷同、抄袭现象。审稿专家可方便获取相应

全文，降低了劳动强度。这种设计提高了专家审稿

的效率，保证了专家审稿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客观性，

同时还使审稿过程更加人性化［2］。我国的网络审稿

系统并没有在专家审稿界面中提供检索功能以辅助

专家审稿。但从本刊来看，越来越多的审稿专家在评

定一篇文章之前，都会利用各种数据库进行相关检

索，以了解所审稿件及作者的研究进展等情况。

网刊系统对期刊审稿人进行管理有益于提高

期刊的质量，改进同行评议的模式［3］。与传统的同

行评议相比，网络时代的审稿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1 审稿周期大幅度缩短

审稿专家远程登录就可审阅稿件，并可及时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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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审稿意见，反馈给编辑部。目前我们送审的稿件

有些当天或者一两天就能审回。
1． 2 审稿专家对稿件的把关更加准确

审稿人可通过数据库或者网络搜索了解同类

研究的最新进展、论文作者及研究团队的研究情

况，更准确地判断一篇文章的学术价值。
1． 3 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选择审稿专家

可以跨地区、跨国界遴选审稿专家，使所选审

稿专家的研究方向与稿件内容相符。
2 网络化时代审稿专家的组建途径

审稿专家的审稿效率和审稿速度直接关系到期

刊的审稿效率和质量。因此，各个期刊都希望尽可能

扩大自己的审稿专家队伍。而网络化的发展给编辑

在遴选审稿专家方面提供了更方便、快捷的途径。
2． 1 利用专业网站和杂志网站征聘专家

可利用国内一些人气很旺的专业论坛的广泛

影响力征集适合自己刊物的审稿专家。如丁香园

网站是一个医学、药学和生命科学综合的专业网

站，绝大部分会员是来自国内各大院校、科研院所

的博硕士研究生，活跃在这些论坛上的大都是在学

术上正处在上升期的精力旺盛的中青年学者，学术

热情较高，适合做审稿工作。

利用期刊网站平台发布甚至常年开设审稿专

家申请的链接，可方便热心审稿工作的学者及时申

请加入审稿专家队伍，为期刊提供持续的审稿专家

人选。如 BMJ 在其网站提供审稿人在线注册功能，

注册成功后系统自动将新审稿人的姓名、地址等添加

到审稿专家数据库中，再让审稿人自己选择审稿范围

和方向，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扩充其审稿专家队伍［4］。
2． 2 利用专业数据库甄选专家

利用国内知名的中国期刊网( www． cnki． net) 、万
方数据、重庆维普数据库，可方便地找到适合期刊需

要的各学科专家。郭俊仓等［5］认为，中国期刊网由于

日更新数据量大、及时，是选择审稿专家的首选网站。
2． 3 利用专业机构的网站遴选审稿专家

利用机构网站对其重点学科、专科及学术带头

人的介绍，发现该学科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和科研机

构，从而找到高水准的审稿专家。
2． 4 采用老专家推荐的方式补充审稿专家

刊物原有审稿专家的推荐也是很好的途径。原

有的审稿专家较清楚刊物的定位和要求，了解编辑部

需求，熟悉本专业的学者。通过这种途径新入选的专

家，出于对推荐人的尊重和信任，能较快与编辑部建

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对刊物的了解也会更加充分。
2． 5 将优秀作者提升为审稿专家

每种期刊都有一批核心或热心作者，编辑部在处

理作者投稿的过程中对这些作者接触和了解得较多，

可从该作者投稿论文的学术质量和写作能力判断其

学术水平和科研精神，对其审稿能力及学科方向有较

准确的把握。由于作者亲自体验过该刊的投稿过程，

会更好地体会和把握刊物的要求和报道方向。因此，

从自己的作者队伍中挑选审稿专家是可行的。
2． 6 通过学术会议遴选

科技期刊编辑部可以利用组织或参与各类学

术会议的机会，有意识地发现一些合适的审稿专

家。一般在这些学术会议上都会有一些知名专家

和活跃的中青年专家，编辑部应该利用这些机会多

多推介自己的杂志，并邀请合适的专家加入自己杂

志的专家库。

对以上各种途径甄选到的候选专家，编辑部还

需要进一步核实其发表论文、基金资助、社会团体

任职、学术声誉等情况，再根据这些情况决定是否

聘任为本刊的审稿专家。
3 网络时代审稿专家库的管理和建设要点

3． 1 设计完善的审稿专家调查表

审稿专家调查表的设计是审稿专家库建设的

第一步，凡是编辑部需要的信息都应该包括进去。

需要专家提供的重点信息是其研究方向，并且越详

细越好。编辑部在审稿中有时会找不到合适的审

稿专家，或者编辑认为合适，但将稿件发给专家后，

又因稿件的内容不是审稿专家所擅长的研究内容，

或者跟专家的专业不相关而被退回。这些往往是

由于专家调查表中专家的研究方向信息不够详细，

或者不够准确造成的。因此，在设计调查表的时候

应当充分考虑。
3． 2 建立审稿质量评价体系

审稿是一个严肃的科学认识过程［6］，审稿专家

的水平、能力、责任、科学的态度是保证审稿质量的

不可或缺的因素。审稿人是否坚持科学的精神，是

否严格按照科技期刊评审标准，准确、及时、客观、

公平、科 学 地 评 价 论 文 是 期 刊 保 持 影 响 力 的 关

键［7］。为了确保审稿质量，有必要建立一套审稿质

量评价体系，对审稿专家的审稿工作进行全面客观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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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价指标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 2． 1 客观公正性

审稿者由于与作者所从事的专业相同或者相

近，审稿人有可能跟作者认识或者存在利益冲突。
审稿者如果不能把握原则，给出不符合实际的审稿

结论，会误导编辑部的工作。因此，审稿者需声明利

益冲突，即向编辑公开可能发生的对稿件意见的偏

倚。编辑部要对审稿者的意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3． 2． 2 科学性

能否比较准确、科学地评定送审稿件的学术水

平，与审稿专家的学术水平、治学态度密切相关。严

谨的审稿人在接到稿件时并不仓促或者武断地给出

结论，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查阅国内外的相关文献，

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判断文章是否存在抄袭或重

复发表等情况，然后再评定稿件。这样给出的审稿

意见才具有科学性。
3． 2． 3 完整性［8］

审稿专家的评价内容一般包括文章是否有创

新，科研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有实际意义，论文结构

是否合理，文字表述是否清楚。对论著类论文，审稿

人还应对是否原创、是否有新见解、是否对本刊读者

有重要意义及其科学性等内容作出评价。
3． 3． 4 时效性

审稿人要按杂志的要求及时审阅。对于审稿人

不熟悉的或者不能完成审稿任务的稿件，审稿人应

及时告知编辑部，以免延误审稿时间。
本刊编辑部根据以上几个方面，对审稿专家采

用好、中、差的评定级别。对于评价为“差”的，编辑部

与专家沟通之后分析原因，对于专家主观上不积极的，

不再送审; 对于评价为“中”的专家，加强沟通和培训后

继续评定其审稿质量; 对于评定为“好”的审稿专家，可

以加大送审，并在期刊的网站上予以重点表扬。
3． 3 在线培训审稿专家

编辑部在选定审稿人后，还应加强对他们的培

训，以保证审稿质量。在线培训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在这一点上，BMJ 杂志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BMJ
在其网站设有培训审稿人的资料下载区，包括“如何

成为 BMJ 审稿专家”、“审稿指南”、“培训资料”。
“培训资料”的内容包括审稿者须知，对审稿者的要

求，BMJ 近期发表的 1 篇文章的 3 份评审意见等，供

新的审稿人参阅; 1 篇 1984 年 BMJ 发表的文章并附

有一份问卷式审稿表，请审稿人填写后，参阅作为范

例的资深专家的评审意见，评估自己的审稿质量［4］。
3． 4 加强与审稿专家的互动

编辑部也可通过网络与审稿专家建立更加紧密

的联系。如不定期地将本刊最近的组稿计划、稿源

情况、工作进度、期刊所取得的进步等发给审稿专

家，征求审稿专家对办刊的意见与建议; 在节假日及

时送上对审稿专家的祝福，增强与审稿专家的互动，

以获得审稿专家对杂志的认同。
3． 5 及时评估，动态更新

编辑部主任和编辑人员要充分重视审稿专家库

的管理与建设，建立审稿专家队伍不是一劳永逸的，

需要不断更新。
一是编辑部应根据学科发展及来稿情况及时增

补一些新的审稿人。二是审稿人由于出国、进修培

训或者工作调动等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些地址等信

息的变动。因此，编辑部应注意积累审稿专家的资

料，及时联络、记录和更新审稿人信息，并登记入库。
三是有些专家由于种种原因，将编辑部送审稿件委

托给他人审阅。针对这些情况，可以建立动态的审

稿专家库，加强对审稿专家的宣传，鼓励审稿专家推

荐更合适的审稿人，并将新专家的信息及时入库。
在此基础上，编辑部可以根据需要，每隔半年或

者 1 年对专家的审稿情况进行及时评估，对于评分偏

低的审稿人不再送审。
4 结语

审稿是期刊质量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期刊

编辑部应与时俱进，不断研究网络环境下审稿工作

的新变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审稿专家库的建

设和管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规律和总结经验，以进

一步提高审稿质量，有效推进期刊质量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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