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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投稿心理与编辑退稿策略的互动研究
邓群，王继红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徐州221008)

[摘要]利用心理学在编辑领域的行为规律，通过分析作者的投稿动机与心理状态，出于对作者
的关爱和期刊的长远发展考虑，为期刊编辑提出了相应的退稿策略，并论证了期刊编辑在退稿过
程中的不同行为与策略对作者投稿心理的影响与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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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由于年度考核、职称评
定以及毕业任务的压力，作为科研人员、教师以及
研究生都希望自己的学术论文早日见诸报刊，很多
作者一旦遭遇退稿，就感到不可理解；另一方面，

期刊编辑又有自己的使命，按照标准选择与把关。
编辑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还要解决好作者的困惑，
保证期刊质量的提升是编辑工作者的永恒主题。因
而，编辑应该具有能够合理退稿的能力。因此，有
效地处理严格把关与合理退稿之间的关系，对期刊
的有序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K)稿酬敏感型

此类作者无论投哪种期刊，只要是有百分之百

的把握就只考虑稿酬这一影响因素。同时比较同类

型的期刊，选择稿酬最高的期刊进行投递。

(六)版面费选择型
此类作者与上一类作者正好相反，在投稿时要

看哪类期刊舨面费低，就选择哪家投稿。
在实际编辑工作中，作者的投稿心理属于上述

单一型的很少，大多数以一种类型为主，兼有其它
类型的特征。

一、作者投稿心理分析 二、编辑的退稿策略

心理学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其动机驱使，
作者在投稿过程中也不例外，通过多年的工作体验
与观察，深入分析其投稿心理，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任务完成型

此类作者由于压力或者自己实际利益的需要，
完成该任务是为了获得更高一级的物质待遇、荣誉
与心理上的满足，这些作者往往都是平时工作中不
重视总结与积累，等到急用时才临时抱佛脚，不投
则罢，一投就急于发表。

(二)专业擅长型
此类作者由于在某一个领域上的特长，往往乐

于在期刊上显示自己的才华，这类作者往往在投稿
过程中题材新颖、见解独到、文字精练、语言严谨，
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与良好的学科素质。

(三)疲于应付型

此类作者是由于上级的指令，不写不行，但是

心理上又很抵触；或者是由于作为第二作者，甚至
第三作者，滥竽充数；或是由于一些编辑的盛情约
稿，不便推辞，在这种心理下的投稿往往质量较次，
水分很大，没有创新。

(四)人际关系型

此类作者往往要考虑和编辑部有无人缘关系，
如果有熟人，能达到自己目的，作者就会向该期刊
投稿。相反，作者就不会冒着风险向这个期刊投稿。

退稿直接关系到编辑与作者的切身利益，一方
面，既能影响到编辑部出版刊物的质量与把关，也
可能致使期刊失去良好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
会影响到作者的心情与状态，甚至可以决定下次作
者是否投递本期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可见，退稿
环节不容小觑，一定要讲究策略与艺术性。退稿环
节不是短暂的，而是期刊工作者与作者之间长期有

效地沟通过程，编辑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将作者论文
的修改或者综合信息传递给作者，使作者能够信服
以及愉悦地接受编辑的建议，这样的退稿才是有效
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编辑与作者面临的
情况形式各异，这就对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lJ。

(一)语言的劝说力
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得体与切合实

际的语言永远是编辑退稿的重要工具，尽管形式各
异。例如：电话、书信、邮件等。首先，编辑在退

稿时要做到符合实际，找准关键点，尽量减少冗余
复杂的信息，导致作者判断错误，尽量做到“把握
主旨，理清脉络，结构合理，切中要害”，也就是心

理学上的“适切性”，只有做到这样才是作者能够接
受的基本前提；其次，在编辑向作者进行表达时，
也要注意表达方式准确有效，全面合理，还要考虑

过滤类似信息带来的片面性，尽量做到摆明道理，
说明问题，无任何遗漏。若是这一环节经常出现问

题，编辑应该加强日常的沟通训练；再次，也不能
忽视向作者表达时的目的性与关切性，做到“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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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兵”，先要大方肯定作者在某种程度的优点与价
值，也要从文章内容、排版、章节结构、版式、与

栏目要求等方面，阐述不足之处与拒绝的理由。当

然，对于那些一稿多投甚至大篇幅抄袭的作者，编
辑也有净化文化环境的作用，要给予严厉的批评，

并教育其更正。可见，编辑工作是一项十分神圣又

复杂的工作，在尊重文本与文章主旨的基础上，做
到与作者之间合理的传播，才能给编辑职业光环涂

抹上亮色，因而，强有力的劝说与语言行为是一种
良好的职业操守。

(二)讲究方法，退而不拒

由于期刊的主要作者无非是学生、教师、科研
人员或者领导，对于不同的作者对象，也要采用不

同的退稿方法：对于学生，还是属于刚刚“入行”

的作者，由于性格与阅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很多

方面还不完善，如果编辑很草率地拒绝了他们的稿

件，极易使这类作者丧失投稿的信心。因此，编辑

应该给予学生作者合理的宽容态度，可以当面同学
生交谈，大力肯定其投稿的积极性，然后通过解释
退稿的原因，具体分析稿件中存在的不足；也可以

向他们适当讲授写作知识，引导他们进一步明确如

何抓素材，如何写稿件。而对于教师、科研人员，
一般情况下，编辑应主动和他们联系说明原因，必

要时还可以采取上门的办法面谈。由于这部分人有
比较丰富的知识与一定的写作经验，所以编辑在对

其稿件优点给出肯定后，继续保持共同讨论的态度，
对文章需要更正的地方加以解释。通过这种方法，

才能使作者如沐春风般既修正了自己的不足，又与

编辑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同时也保证了作者继续投

稿的积极性与期刊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领导，一

提要退领导的稿子，许多编辑都感到压力大，怕得
罪了领导而不再受到重要，甚至丢面子，殊不知质

量不高的稿件发表出来，非但不能维护领导的形象，

反而使更多的人对领导的形象提出质疑。所以只要

编辑认真阐述并加以耐心劝解，领导是能体谅编辑
的苦心与理由，并且会愉悦接受该意见，加以完善，
继续为该期刊送稿“J。

所以，不论是学生、教师、科研人员还是领导，

虽然给落选稿件处理带来很大难处，但只要编辑认

真对待，讲究退稿策略，那么不但可以将稿件落选

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而且还可以使这些难处转
化为巩固稿源和不断提高稿源质量的有利条件。

(三)沟通方式巧妙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当某种条件在作者心中还

未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时，编辑可以采用先入为主

的优势使作者倾向于编辑的态度；而当某种条件在

作者心中形成固定理念时候，此时，若编辑以相反

的观点加以劝说并要求其改正，极易形成一种相反

的结果，因为接受者本身心中已经有了排斥感，这

种情况下，作者能否接受成为关键，由于对自己文

稿已经烂熟于心的作者，对文稿抱以了极大的肯定

态度，并且倾入了自己的心血与思想，甚至信息加
工，这种情况下，编辑应该以朋友般的劝说与沟通
形式与作者建立平等的身份，以指点式取代冷处理，
体现编辑的创新性与灵活性；融会贯通地从多个角
度与侧面进行辩解与劝说，既能体现说法的科学性、
标准性，又具备一定的系统性与可行性，这样会使
本已在心中产生极大排斥性的作者便于接受，也可
以在说服沟通的同时对不同的作者进行区别对待。
所以，编辑应该善于抓住作者心理观点未形成时的
空白期，此时，尽管文稿已经注入了作者的一些思
想，但是还未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发表，待出版的心
理正缺乏信心，未能形成固有理念的时刻进行沟通。

另外，在传输用语上，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角色
定位进行传输，例如审稿意见大多出自审稿专家、
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集体的结果。因此，传
输这样的意见的时候多用一些较为权威的话语，使
作者很快融入到与编辑共同的信息流中，从而有还
不能肯定是否发表的心理转化为不能发表的心理；
对于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甚至某些领域的权威、能
够善于独立思考的作者，编辑切不可按着类似的方

法进行劝说，甚至直言不讳，因为这些作者判断能

力较强，有具有反复推敲的本领，简单的以权威压
制，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即使这类作者勉强接
受了，但是也并未诚心诚意地接受，所以为了避免
与这类作者发生矛盾，编辑应该做到能屈能伸，一
方面自身对文稿已经有充足的理由去劝说作者，还
要有经过一番劝说后的结论能够成竹在心，切莫长
期与作者陷入争执不休，甚至对峙的尴尬。

(四)交往艺术到位

编辑不但日常与文字、语言打交道，还要能够
不断接触社会，了解不同形形色色的作者心理，由
此可见，编辑与作者的沟通也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交
际艺术，编辑能够做到随机应变。交际策略主要指
交际对象主体是哪些，或者要怎样融入一个环境。
交际要注意很多，首先要真心对人，同时也要有一
定的警惕心，保护自己，对于编辑与作者而言，这
种交际关系就更加微妙，具有特殊性与艺术性。首
先，在态度问题上，编辑首先自己要虚心并能够虔
诚，对作者要公平，不能亲人近，陌生人远；其次，

对待文稿，对于退稿的文稿，一定要仔细分析，看
清审稿意见，并且能够就此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
当将文稿发给作者进行修改时，修改过程中，应及
时不断地与作者沟通，并且询问，不断调整修改意
见，进行探讨与指导；对拒绝用稿的作者，本着同

情、关切的心情，多肯定作者的成果，树立作者再

次投稿的信心与积极性，减少作者的心理压力与紧

张感，多营造轻松与专业的讨论气氛。因为对于大

部分作者进行用稿询问时，往往心理上处于弱势，

因为用稿的权利在于编辑，对于很多作者即使不服
从编辑的意见回馈也只能忍气吞声，尽量以服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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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语气来迎合编辑，从而，交谈后陷入深深的自

责与挫败感中。这种情况下，建议编辑与作者进行
当面交谈，消除隔阂，给予热心，不施加压力，使
作者与编辑处于友好的气氛中，甚至有一种亲朋好

友的感觉，在心理上消除戒备，互相接纳，互相理
解，从而也可以建立以后的交往联系。对于当面退

稿的作者一定要注意当时的场合。因为本身退稿是

一种对论文价值的否定，避免作者出现难堪场面，
对于那些多个作者投稿的情况，编辑应注意找准第
一作者传达拒绝用稿的用意，若是其他作者也问到
类似情况，应注意保持意见的一致性。当然，也可
以委托第一作者进行传达。而对于以书信等形式进
行退稿的作者，由于编辑无法与其面对面，有一定

的间接性，这种情况下，要求编辑在书信中应该书
写工整，理由充足，不能留下任何悬念以及模棱两
可的感觉，否则，等作者收到书信时，会不知所云。

由此可知，交际是编辑应该具有的一门重要艺术，
编辑应该具有同作者减少误会与摩擦、加强与作者
之间理解、友谊的能力，更应该有辩证与发展的眼
光，为退稿的合理性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我国历
史上的很多文人墨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鲁迅、
夏尊等，一个好的编辑是能够团结作者的编辑，团
结作者的多少是考核一个编辑好坏的重要指标。

三、作者投稿心理与编辑退稿策略的互动研究

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作者在投稿时的选择，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每一类作者投稿的心理
初衷不同，当被退稿时，表现的情绪就不同。很多
作者以为，退稿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十分深远，有的
作者很可能会因为一次退稿闷闷不乐，惶恐不安，
心烦意躁，不能安心工作与学习，甚至丧失对生活
的信心，对投稿产生强烈的排斥感与敌对情绪。所
以面对以上作者的投稿心理与问题，编辑应冷静思
考，找到合适的对策与策略，以免打击作者的积极

性。因此，编辑应通过对上述不同作者的心理特征
进行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任务完成型的作者，编辑有两条通行的策

略：一是要严格把关，即用稿应实行“双盲法”，多
征集几位同行专家的意见后，再交予主编决定，或
者审稿人不知作者是谁，作者不知审稿人是谁，只
有这样才能缓解作者对编辑的抱怨；二是严格稿件
处理程序，投稿必须由作者通过邮件发送到编辑部，
并由编辑认真核对，进行编号分类，由编辑自身初
审后，再分门别类送给编委和同行专家审查。

对于专业擅长型作者，由于这类作者本身在该
领域具有很深的专业造诣，编辑对此类作者及稿件，
更应该严格控制，尤其是该领域的新术语、新名词
要经得起推敲，新观点是不是可行要进行反复验证，
并请相关领域的同行专家进行审查与验收，看其新
颖性与价值度是否可行，以便于采用。

对于疲于应付型与人际关系型的作者，编辑应
当秉着公平的特性，认真审阅其文稿，注重其对该
期刊乃至该领域的价值，不能被权威压力所屈服，

更不能因为熟人通融。

对于稿酬敏感性的作者与版面费选择型作者，
编辑不断提高期刊的稿酬，降低版面费，这样才能
更好吸引作者将好稿件投到本刊编辑部。

总之，在如今出版物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强
调以作者为中心，为作者服务，尤其是在退稿环节
中，加强编辑在与作者沟通环节中的思想、方式与

策略中，让作者愿意投稿，团结与本期刊更多的作
者，做到退稿能留人，并能够提倡读者第一、作者
至上、编辑不断创新的观点，做到作者与编辑的和

谐统一，对当近强化出版物目标定位的时代有着深
远的意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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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tion study on the author contribution psychology and the editor

rejection strategy
DENG Qun，WANG J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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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ehavior rule of psychology in the field of the editing，analyzing the author’s

contribution mot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e．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joumal，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jection strategy for journal editors，

demonstrates that different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in rejecting the contribution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author’S psychology．resulting in different consequences．111e paper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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