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仅供会员审议、评审，不得转摘、传播！举报邮箱 cujsa@qq.com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传播：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HTTP://WWW.CUJS.COM  意见反馈专用信箱   cujsa@qq.com 

如何处理作者申诉？ 

刘潇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作者的申诉会伴随稿件处理的全过程，包括：投稿阶段、审稿阶段、刊发阶

段和编后阶段，编辑需要耐心地妥善处理作者申诉，全方位地提高期刊编辑部的

服务质量。 

投稿阶段。目前，网上采编系统[1]已逐步取代纸质投稿和电子邮件投稿，成

为很多编辑部首选的征稿平台。在采编系统普及过程中，会有部分作者因为使用

不惯而提起申诉，针对作者提出的普遍问题，编辑部可以将采编系统操作方法的

书面说明或视频教程链接到编辑部网站上，方便作者自学；同时，针对个别作者

提出的申诉问题，编辑需要耐心地给予解释；有些上年纪的作者因很难接受网上

采编系统而提出申诉，这种情况下编辑需要代替作者上传稿件并跟踪投稿进度。

有些作者针对网上采编系统本身出现的 BUG 及功能性问题提出申诉，如果编辑

无能力解决作者提出的问题，此时，编辑需要及时地联系采编系统的维护人员，

逐步完善采编系统的稳定性及功能性。 

审稿阶段。作者针对审稿阶段的申诉较为普遍。一方面，审稿时滞较长难以

令作者满意，为此，编辑部需制定相关的制度，限定编辑初审及主编或编委会终

审的时滞；同行专家不是编辑部的在编人员，很难从制度上约束其审稿时滞，除

了在邀请函中明确规定审稿期限并且及时提醒专家审理稿件外，编辑需要在平时

的积累中摸索各种方法，以提高专家的审稿效率[2]，比如：选择热心于期刊工作

并且专业很对口的专家作为审稿人、给予专家适当的荣誉尊重及经济报酬等。另

一方面，有些评审意见令作者难以接受，作者会因此而提出申诉[3-4]。针对此类

申诉，编辑需要给予正视，认真记录并整理作者的申诉材料，及时与专家及主编

或编委会沟通，保证每篇稿件都得到公正、客观并且令作者信服的评价。 

刊发阶段。此阶段的作者申诉多围绕着刊发时滞，这是很多期刊面临的问题，

尤其是得到众多作者认可并且稿源充足的期刊更是如此。期刊的版面资源是有限

的，为了解决刊发时滞问题，主要需从源头上提高稿件录用标准，降低稿件录用

率，逐步缓解录用稿件积压的问题，努力实现良性循环，即根据刊物的刊发能力

贮备录用稿件[5]；当然，刊物的录用标准应是动态调整的，切莫一味地提高录用

标准，以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造成无米下锅的困境。还有一些解决刊

发时滞的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度采纳。比如：压缩版面，让作者突出重点，

尽量精简稿件内容，这个方法对于解决刊发时滞问题会起到积少成多的帮助，但

是如果作者强调精简内容会影响稿件的完整性，此时，编辑也切忌强人所难；增

加页码，这个方法是一柄双刃剑，对缓解刊发时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会对期刊

的影响因子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会增加编辑每期的编校工作量；刊发增刊，可

以将一些要求尽快出版的稿件进行组稿，以增刊的形式出版，但是由于增刊的社

会认可度与正刊有别，编辑不要自作主张，还需与作者商量。作者在这个阶段也

会因无法认同编辑的修改要求而提起申诉。比如：编校过程中，作者因坚持自己

的习惯表达而不愿意按照编辑所说的国家标准、期刊规范进行修改,为解决此类

申诉，使作者的坚持和编辑的要求达到统一，编辑需要耐心地与作者沟通，阐述

自己的建议并倾听作者的观点，在积极的磋商中寻求最优的、双方都认可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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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可以借鉴作者稿件相关领域的权威期刊；当编辑要求

作者修改的地方过多或反复修改时，作者也会有一些不满，此时，编辑应该注意

沟通技巧，要向作者明确，编辑的执着是为了作者的稿件更加完美，以诚恳的心

态赢得作者积极的配合，并且，作者一般都是忙于教学、科研甚至是行政的多面

手，编辑在整理编修建议时要尽量全面、详尽，这样可以指导作者一步到位地完

成修改，避免反复联系作者修改；有些作者会因为编辑自作主张的修改而申诉，

因此，编辑的修改都需要得到作者的认可。 

编后阶段。因为不满意编辑部的编后服务工作，这个阶段的作者申诉也较多
[6]。比如：常会有作者反映迟迟未收到编辑部邮寄的样刊、稿酬、发票等或是收

到的发票抬头有误，这样的问题不但会给作者带来不便，同样会影响期刊在作者

心中的印象分值。为解决此类问题，编辑部需要制定相关的监督政策并完善相关

的业务流程，将编后服务工作落实到具体的编务人员，明确期刊出版后给作者邮

寄样刊、稿酬、发票等的期限，以明确的奖惩条例杜绝编后服务工作的拖拉进行，

加强编辑部的服务理念；同时，编务需要在开具发票或邮寄样刊、稿酬、发票之

前联系作者，认真与作者核实通信地址、发票抬头等信息，避免因信息不全或有

误而造成编后服务工作的延误或不到位。 

作者是支持期刊发展的能量供给者，是期刊主要的服务对象之一。在为作者

服务的过程中，办刊人不可避免地会听到作者不同方面的申诉，每个申诉都反映

了工作中的切实问题，每个申诉都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办刊人需要加强服务理

念，在编辑部网站上开辟相应的互动平台,以畅通作者的申诉渠道，妥善解决作

者的申诉问题，将作者普遍申诉问题的解决方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规定并严格执

行，高效率、高质量地完善自身的服务水平，使作者满意的同时令期刊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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