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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稿多投的概念、原因和应对策略简析
一稿多投的行为浪费了编辑部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但一稿多投也并不是百害无一利的。对稿
源相对欠缺的期刊来说，一稿多投实际上具有了一定的
缓解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下，万一大量的稿件都投向核
心期刊，那其他普通的期刊就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的处境。此外，“一稿多投”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一
稿多投是作者为了使其研究成果快速发表的一种经济行
为 , 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 , 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 , 是作者
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对待一稿
多投，我们不能一味抨击，因为存在即合理，在今后很
长一段时间，一稿多投现象都将继续存在，对待它最
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策略，尽量减少
其对编辑部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我们认为，在如
今这个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学术期刊不能把一稿多投
的责任全部归到作者身上，也无法完全靠技术和法律的
手段去规制一稿多投的行为 ；学术期刊应明确其为作者
服务的职责，承担其对作者来稿的责任与义务，缩短审
稿周期，做到真正为作者的权益着想，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减少一稿多投对学术期刊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才能使学术期刊获得良好和持久的发展。下文将详细介
绍某学报从改变自身做起，积极应对一稿多投所采取的
一种策略。

二、设立责任编辑跟踪稿件制度，改变编辑部审稿的
工作流程

以前某学报编辑部对稿件的处理流程是这样的 ：由
编辑部主任查看投稿邮箱，下载稿件，并对稿件进行初
审，用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稿件进行检
测，重复率如低于30% ；就让编务联系审稿专家，即外
审 ；外审回来之后，责任编辑象征性地写个初审意见 ；
编辑部主任再写个复审意见 ；最后给主编终审。此过程
一般历时一个半月。终审通过的稿件，编辑部主任再安
排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作者稿件被录用的信
息。在工作人员通知作者的时候，经常会被作者拒绝，
拒绝的理由最多的是 ：不好意思我的文章已经被其他期
刊录用了或者是已经被其他期刊发表了 ；有些作者才开
始挺乐意，当工作人员提及要交版面费时，就说作退稿
处理。

等得到确切的答复之后，就可将没有被其他期刊录
用或发表、愿意缴纳版面费在本刊发表，愿意等待审稿
最终结果的文章第一时间送专家外审。选择专家的时候，

除了要选择相关领域的专家外，还要注意专家是否有空
闲时间审稿，是否能在第一时间将稿件审好返回给编辑
部，专家审稿的时间尽量控制在3个工作日之内。以前
他们给专家稿件的时候，都是给纸质的专家审稿意见书，
现在直接将待审文章发到专家指定的电子邮箱，专家将
审稿意见也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回给编辑部，这种网络
化的操作，节省了很多送稿、返回稿件的时间，有利于
编辑部以最快的速度确定稿件是否被采用。编辑部收到
外审回来的稿件之后，就安排负责此类稿件的责任编辑
马上跟作者联系，告诉作者专家外审通过的消息，并让
作者再等2～3个工作日等待副主编复审和主编终审。

一般情况下，副主编就是编辑部主任，复审可以在
专家外审之后的第一时间完成，最主要的是主编终审，
高校学报的主编一般都是高校的校长，校长事务缠
身，时间不好把握，以前他们为了等校长终审，曾等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等终审完之后，告诉作者稿件被录用
的信息时，有一大半的作者说已经被其他刊物录用或发
表了，导致很多稿件退稿，等于白忙活了。按照这样的
工作流程，大大缩短了审稿周期，现在从收到稿件到确
定稿件被采用这一过程少则只需一星期，多则半个月
就行了 ；同时，责任编辑跟踪稿件这一制度的实施，让
学报编辑部跟作者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和沟通，让作者有
一种备受重视的感觉，一般情况作者会等待本学报的最
终的结果，才答复另投到其他的期刊杂志社关于稿件被
录用的消息。

三、结语
一稿多投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在今后很长

一段时间都将继续存在，学术期刊编辑部不能总是去抨
击一稿多投的危害，应该从自身入手，以全心全意为作
者服务、为作者的权益着想的思路出发，主动应用适合
的、力所能及的、有效的策略去应对一稿多投，只有这
样才能减少一稿多投对自己刊物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从
而保证期刊持久且良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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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稿多投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其存在的原因有很多，一稿多投对学术期刊来讲并非百害无一
利，学术期刊编辑部不应该一味地抨击作者一稿多投的行为，而应该从自身入手，以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为
作者的权益着想的思路出发，主动应用适合的、力所能及的、有效的策略去应对一稿多投。设立责任编辑跟踪
稿件制度，改变编辑部审稿的工作流程，实为各学术期刊应对一稿多投的一种适合的、力所能及的、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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