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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退稿？ 

杨郁霞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州 350002） 

 

1 退稿的原则 

做好退稿，应把握几个原则。（1）退稿不退人。“退稿不退人”要求期刊编

辑既要对来稿进行严格审查，不降低刊用标准，又要认真履行退稿手续，稳定作

者队伍。编辑只有恪守公正的客观标准，合理合情地向作者指明文稿的不足之处，

帮助作者分析原因，理清思路，使作者获得新的发现和突破，让作者从内心深处

觉得在退稿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才会得到作者的理解和尊重，为期刊留住更多作

者的“心”，进而提高作者对期刊的信任度，稳定作者队伍[1]。（2）客观公正。

编辑，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他的交际群体。其作者中，不可避免地有上级领导、

老师或熟人，同时有与自己未曾谋面的生面孔或者与自己有过矛盾或某些观点与

自己不同的人。面对这些情况，编辑必须秉公办事，只看文章不看人[2]。质量差

的稿件，不论作者是谁，均应予以退回。（3）谨慎退稿。对于难以把握或涉及

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稿件，不能一退了事，而应多做调查，多请专家评审，谨

防优质稿件被埋没。对于那些内容看来不够清晰的稿件，可退可不退的力争不退，

要精心发现其中的“闪光点”，提出建议让作者下工夫修改[3]。稿源不足的刊社

对于退稿，更应谨慎行事。（4）及时退回。编辑不能因为稿件是退稿，而忽略

对其的重视和对作者的尊重。从作者急于得知稿件处理情况的心理出发，编辑应

及时告知作者退稿结果和理由，以方便其作进一步处理。 

2 退稿的方式 

每位作者都会对退稿产生“失望”心理，因为作者的写作都抱着一定的动机

和目的，为之付出了辛劳，其投稿心理是复杂的，尽管每个人有个体差异，但有

一个共同的负性情绪，那就是退稿这一客观事实无法与他当初作为写作驱动力的

心理需求相吻合，因而产生失望和苦恼【4】。退稿方式的选择将影响作者的接受

程度。因此，编辑应视作者、稿件情况灵活选择退稿方式。 

2.1 Email 退稿 

当前，网络出版环境下这种退稿方式最为常用。对于传统出版者而言，多数

采用 Email 投稿、审稿，那么 Email退稿也成为自然之事；对于在线出版者而言，

实现了在线办公，退稿为在线操作，其实质上也是通过 Email发送退稿函。Email

退稿适用于各类作者和各种稿件，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将审稿意见详细列出，便于

作者理解和阅读。Email 退稿既便捷又避免了编辑与作者正面交锋的尴尬，能够

让编辑顺利完成退稿事宜。但是退稿函一旦发出，便没有回旋的余地。由于其交

流方式不够直接，有时即使作者不同意审稿观点，也不会去辩解，通常的做法则

是另投他刊，这难免会造成个别好稿的流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比其他退稿

方式，对于初次投稿者或投稿次数较少者更适合用 Email退稿。这类作者大多为

年轻教师、研究生或年轻的从业人员，他们思路敏捷，接受新生事物快，具有开

拓精神，写稿和投稿的热情较高【5】；同时他们面子较薄，心理承受力较差，正

面相对会让他们觉得难堪或无言以对，Email退稿显得更委婉些，或许更容易被

接受。 

2.2 电话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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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目前比较常用的一种退稿方式，其不仅省时省力，而且与作者直接交

流能够体现编辑对退稿工作的重视，同时便于作者意见的反馈。但是，电话退稿

对审稿意见无法一一陈述，尤其是细节的地方，因此电话退稿通常辅以 Email

退稿。电话退稿比较适用于各种关系作者。这类作者要么与编辑有直接关系，要

么通过关系人投稿至编辑部，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可以进入方便之门，一旦被退稿，

他们最难以接受和理解。但是这种情况总会发生，这就需要编辑通过电话对作者

或关系人做出解释并表歉意，以表示对稿件和这份关系的重视，作者和关系人看

到编辑的诚意，基本都会接受。从稿件方面来讲，电话退稿比较适用于初审退稿

者、改后终审退稿者及审稿时间较长者。初审退稿者通常是在大的方向上有问题，

如选题或内容不符合期刊要求；改后终审退稿者通常为未参照审稿意见修改，也

未作特别说明，这类稿件的退稿意见通常内容较少，口头表述即可清楚明了；审

稿时间较长者一般为审稿时间超出了编辑部给专家的约定时间，编辑在收到审稿

结果后应立即告知作者，随后再通过 Email将详细审稿意见发给作者。 

2.3 面对面退稿 

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编辑与作者面对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网络虽然

使编辑工作变得便捷，但同时损失了与作者或读者深度交往或了解的机会，这对

编辑部而言无意中损失了一些可用资源。面对面退稿显得更加郑重其事，也更利

于编辑和作者表达自己所想，有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面对面退稿有距离的约束

为前提，因此其只适用于近距离的多次投稿作者。多次投稿者通常都有退稿经历，

他们经验较丰富，心理承受力较强，能够从容应对这种场合，对审稿意见的异议

能够当面反馈，便于编辑做进一步处理。从稿件方面来讲，其适用于专家审稿有

分歧的稿件，编辑在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可与作者当面讨论，以避免误判的

发生。 

2.4 书信退稿 

网络出版环境下，这种退稿方式因反馈速度慢、操作繁琐而逐渐被淘汰，但

仍有极少数编辑部使用这种方式，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书信退稿虽很古老，

但写封退稿信，紧贴稿情去阐明不用的理由，作者更容易接受【3】，尤其在网络

时代，手写材料很少见的当下，书信退稿这种特殊方式会让人觉得更为亲切、珍

贵和严肃。但书信退稿切莫使用统一打印的文书填空，使作者产生被轻视的感觉，

认为编辑退稿的公正性并不可信【3】。书信退稿一般与电话退稿配合使用为佳，

且适合于年龄较大的作者，他们对网络操作不熟练，传统的书信更便于他们阅读。 

   总之，每种退稿方式各有利弊，编辑应因人制宜、因稿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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