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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版前撤稿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以《湖南工业大学学报》59 篇撤稿论文为例

姜利民，廖友媛，申 剑

（湖南工业大学 期刊社，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为了探讨论文出版前撤稿的原因与应对策略，通过逐篇查阅《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简称学报）

办刊系统中已退稿件，用 Excel 统计得出 2018—2023 年（截至 2023-10-26），学报出版前撤稿的文章，共

59 篇。并通过查阅中国知网数据库、比对投稿系统中的未发表相似文献、打电话或发邮件回访作者等方式，

多角度分析了作者撤稿的原因。作者“一稿多投”，稿件问题多而作者修改不到位，出版周期太长，刊期不

能满足作者毕业、评职称要求等是造成论文出版前撤稿的主要原因。因此，编辑出版单位应尽量遏制“一稿

多投”现象，并规范稿件处理流程以缩短审稿周期，利用网络优先出版以缩短发文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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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Withdrawal of Papers
Before Publication：A Case Study of 59 Retracted Papers in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ANG Limin，LIAO Youyuan，SHEN Jian
（Department of Academic Periodical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an inquiry into the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withdrawal of papers before 
publication, by using Excel, a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a total of 59 articles that had been withdrawn from 
the publication system of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ferred to as the Journal) from 2018 to 
2023 (as of October 26, 2023), followed by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authors’ withdrawal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consulting the CNKI database, comparing similar unpublished literature in the submission system, and 
making phone calls or email follow-up to the author.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withdrawal of papers before publication 
include author’s “multiple submissions of the same manuscript”, insufficient revision of manuscripts with 
numerous flaws, long publication cycles, and inability to meet the author’s graduation and professional title evaluation 
requirements, etc. Therefore,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units should try to resolutely eradicate “multiple sub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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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ame manuscript”, standardize the manuscript processing process so as to shorten the review cycle, and give 
priority to online publication, thus shortening the publication delay.

Keywords：withdrawal before publication；multiple submissions of the same manuscript；review cycle；reason 
for withdrawal；publication delay

0 引言

近年来，期刊撤稿事件屡见不鲜，给学术界和期

刊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1]。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湖

南工业大学主办的《湖南工业大学学报》（以下简称

学报）作为一本地方性、工程技术综合类普通科技期

刊，也遭受了撤稿问题的困扰，特别是近几年出版前

论文的撤稿问题，更是多次延误了刊物的出版计划。

且近几年学报的撤稿论文有逐年增加之势，这些行为

不仅极大地挫伤了编辑的工作积极性，而且扰乱了学

报编辑部的正常出版工作计划，造成期刊编辑部人

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浪费。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目前无论是期刊界还是

学术界对论文出版前撤稿的行为都没有较明确的界

定，在处理这种行为时也仍然处于无章可循、无法可

依的状态。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 [2-9] 角度分

析撤稿的原因与对策，所描述的对策多从宏观政策层

面着手，而从微观角度，即具体刊物的分析还比较少，

因此，本研究从自身的工作实践角度，以学报 59 篇

撤稿论文为例，实证分析论文出版前撤稿的原因，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同类期刊预防和减

少撤稿现象提供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

所有论文刊发前需要经过初审、评审、终审 3 个

阶段。高校学报比较注重同行评审意见，一般若论文

能通过专家评审，则基本上能通过终审，即很可能被

录用。而初审意见只是参考，一般不作为刊物录用

稿件的主要依据，所以初审退稿、退修未返回的稿件

不列入此次研究对象。故本研究中的出版前撤稿论

文为同行专家评审通过后，在评审退修、终审退修、

录用待编辑、编辑校对各阶段撤出的稿件。

据统计，学报 2018-01-01~2023-10-26 出版前

撤稿论文已有 61 篇，其中 2 篇文章是因所排刊期不

能满足投稿作者毕业要求，协调后在友刊《包装学报》

上刊发，这没有浪费本部门人力、物力、财力，故不

计入本次研究范畴，因此本研究的出版前撤稿论文数

为 59 篇。但 2023 年录用的稿件，部分处在录用待编

辑阶段，在出版前还有可能撤稿。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登录北京勤云科技有限公司为学报

开发的投稿系统，逐篇查阅撤稿论文相关信息，并以

Excel统计论文的基本信息，包括稿件编号、研究内容、

作者单位、作者身份以及论文的处理流程等。然后通

过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追溯撤稿论文的发表情况，

并追踪电话来访记录和工作邮箱中撤稿邮件等方式，

深入挖掘每篇论文的撤稿原因。

2 撤稿论文信息统计与分析

2.1 撤稿论文年份分布

学报 2018-01-01~2023-10-26 拟发表的 59 篇出

版前撤稿论文的年份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看出，统计年间学报出版前撤稿论文

呈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于 2021 年达峰值。之

所以出现拐点，可能跟编辑部的一些措施有关。因

2021060 号稿件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作者一稿多投

被其他刊物录用后又没及时联系编辑部撤稿，编辑

加工退回作者校对后才得知文章已在其他期刊发表。

此事对编辑部的影响较大，不仅浪费了责任编辑的时

间和精力，也浪费了编辑部的办刊经费，同时造成

了刊物出版时间的延误，加上作者态度恶劣，因此，

引起了部门的高度重视，不仅编辑们增强了对疑似重

复投稿的审查，编辑部也对此事进行了处理，开启“黑

名单”制度，故近两年出版前撤稿现象有所下降。

图 1 出版前撤稿论文的年份分布

Fig. 1 Year distribution of papers withdrawn
before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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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撤稿时段分布

表 1 给出了论文的撤稿时段分布统计结果。

 

对于出版前撤稿论文，负责任的作者会及时跟责

任编辑沟通，通过打电话或发邮件的形式告知编辑

部，但不负责任的作者放任不理。由表 1 的统计数据

可知，在评审退修过程中撤稿的数量最大，高达38篇，

占撤稿论文总数的 64.4%；其次是录用待编辑稿件，

为 11 篇；再次是终审退修过程中撤稿，共 7 篇；编

辑校对过程仅撤稿 3 篇。在审稿过程中撤出的论文，

于编辑而言只经历了初审和送审工作，对其工作量

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同样增加了责任编辑的工作量，

会影响责任编辑的工作积极性，且增加了专家评审

环节的经费支出。对于已进入编辑校对阶段撤稿的 3
篇论文，看起来数量不多，但因责任编辑在初审和送

审的工作基础上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编

辑加工与校对，其中有 1 篇文章都已经进入印刷厂制

版阶段，此时撤稿会对编辑部的正常工作流程造成极

大的影响，使出版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3 撤稿论文第一作者情况

表 2 给出了 59 篇撤稿论文的第一作者情况统计

结果，表中第一作者身份中其他主要指在职人员和本

科生，包括副教授（4 人）、工程师（2 人）、讲师（2
人）、助理工程师（1 人）、本科生（4 人）。

由表 2 可知，从作者单位分布看，2018—2023

年间 59 篇出版前撤稿论文中，第一作者为湖南工业

大学的有 19 人；其他单位的有 40 人，所占比例高

达 67.8%。因本刊主要是为本校师生员工服务，所以

自由来稿主要为本校师生员工撰写的论文，而其他

单位来稿量相对较少。据知网个刊查询数据，学报

2018—2021 年（知网的个刊查询数据滞后两年，只

做旁证用，故未统计其后两年的数据）发文的 929 位

作者中，湖南工业大学占 631 位，且较多作者发文多

篇，最多的发文量为 9 篇。可见，从作者单位分布看，

撤稿量和发文量不成比例，故学报要尽量找出其他单

位出版前撤稿的原因。

由投稿系统记录可知，这 40 位外单位作者主要

集中分布在安徽省和湖南省，其他有山东省、福建省、

广东省、重庆市等。

从第一作者身份分布看，2018—2023 年间 59 篇

出版前撤稿论文中，主要为在读硕士研究生撤稿，多

达 46 人，撤稿论文约占总量的 78%；其次为副教授。

本科生撤稿跟编辑部的要求相关，因本刊要求指导

老师对论文把关，故导师应是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

导师没署名的不予刊发。除本科生外，其他类人员均

面临评职称而需要发表论文的问题。

2.4 撤稿论文专业分布

学报作为工程技术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载

电气工程、信息技术、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领域的

高水平学术论文，开设“应用技术”与“碳达峰·碳

中和”等特色栏目。同时，为了服务学校的学科建设，

还刊发基础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等文章。对 59 篇

撤稿论文的专业分布情况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3，其

中管理科学与工程类里含了 1 篇低碳经济和 1 篇人居

环境方向稿件。

由表 3 可知，从撤稿论文报道内容看，这 59 篇

文章涵盖各专业领域。相较而言，出版前撤稿较多的

研究领域为土木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知网学报

2018—2021 年学科发文量数据表明，电气工程类（含

电力工业、自动化技术）有 107 篇，土木工程类（含

表 1 撤稿论文时段分布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ime period distribution of 
withdrawn papers

年份
各阶段撤稿论文数量 / 篇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合计

评审退修 终审退修 录用待编辑 编辑校对

05
03
06
11
07
06
38

0
0
0
6
1
0
7

1
3
3
0
2
2

110

0
0
1
2
0
0
3

表 2 59 篇撤稿论文作者情况统计结果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authorship for 
59 withdrawn papers

年份
第一作者单位 / 人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合计

本校

5
2
1
7
4
2

190

撤稿论文

总数 / 篇
06
06
10
19
10
08
59

第一作者身份 / 人
校外

1
4
9

120
6
6

400

硕士生

5
5
8

130
8
7

460

其他

1
1
2
6
2
1

130

表 3 59 篇撤稿论文专业分布情况统计结果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of
59 withdrawn papers

年份
土木

工程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电气

工程

信息

技术

机械

工程

基础

研究

冶金

工程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合计

2
1
2
8
3
4
20

1
3
8
3
2
1
18

3
1
0
0
1
0
5

0
0
0
4
2
2
8

0
0
0
3
1
1
5

0
1
0
0
1
0
2

0
0
0
1
0
0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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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科学与工程、公路与水路运输、铁路运输）72 篇，

信息技术 34篇，数学 31篇，管理科学与工程（含金融、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企业经济）共 53 篇，其他专

业方向发文较少，未独立给出。对比两组数据可看出，

两者并不成比例关系，可能是因为土木工程和管理

科学与工程类文章多与实例联系，时效性较强，故

作者认为越快刊发越能凸显论文的价值，故采取“一

稿多投”的策略，哪个期刊先录用、刊期越近就刊发

哪个期刊。

3 撤稿原因分析

3.1 一稿多投

通过追踪撤稿后论文发表情况，分析稿件是否存

在学术不端中的一稿多投现象。虽然本刊物的投稿系

统中，有“未发表相似文献”比对功能，但因开发

系统不一致，只能显示部分刊物投稿系统中的情况，

故结合检索中国知网进行判定。通过检索中国知网，

发现在本刊撤稿后的论文已在它刊发表的文章数量

为 21 篇，占撤稿论文总数的 35.6%，稿件的基本信

息如表 4 所示，检索截至 2023 年 10 月 26 日。但定

稿前—2023-11-07 日，研究组成员重新查阅了 2023
年撤稿入选样本的知网数据，发现 2023063 号稿件

已经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上刊发，作者在本刊的投稿日期和在该刊

的投稿日期只相差一天，本刊投稿日期为 2023-04-

07，然后 2023-04-08 作者又将其投往《齐齐哈尔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这又是 1 篇典型的一

稿多投论文。

表 4 本刊撤稿后在它刊发表的稿件基本信息

Table 4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other journals after the manuscript withdrawal

序号
投入本刊信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稿件编号

2022130
2022112
2022106
2022101
2022072
2022056
2021060
2021049
2021036
2021021
2021013
2020173
2020125
2020055
2020023
2019132
2019083
2018154
2018120
2018017
2018002

发表于它刊的基本信息

投稿日期

2022-07-24
2022-06-29
2022-06-21
2022-06-18
2022-05-11
2022-04-17
2021-04-19
2021-04-06
2021-03-13
2021-03-10
2021-02-24
2020-12-24
2020-09-14
2020-05-07
2020-03-21
2019-09-24
2019-06-24
2018-09-21
2018-07-10
2018-02-02
2018-01-09

撤稿阶段

录用待编辑

评审退修

录用待编辑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编辑校对期间

终审退修

评审退修

编辑校对期间

终审退修

专家评审退修

录用待编辑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录用待编辑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收稿日期

2022-06-31
2022-11-26
2022-06-06
2022-06-28
2022-05-16
2022-05-04
2021-04-22
刊物未给出

2021-03-29
刊物未给出

2021-02-24
2020-12-21
刊物未给出

2020-04-10
刊物未给出

2019-09-30
刊物未给出

刊物未给出

2018-06-01
2018-05-14
刊物未给出

期刊名称

《智能计算机与应用》

《电子技术》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安徽工程大学学报》

《科技管理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绥化学院学报》

《铝加工》

《安徽工程大学学报》

《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沈阳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经济论坛》

《大众用电》

《武汉轻工大学学报》

《采矿技术》

《广东土木与建筑》

发表刊期

2022 年第 9 期

2023 年第 1 期

2022 年第 6 期

2022 年第 3 期

2023 年第 1 期

2023 年第 4 期

2022 年第 3 期

2021 年第 4 期

2021 年第 9 期

2022 年第 2 期

2021 年第 4 期

2021 年第 4 期

2021 年第 2 期

2020 年第 5 期

2020 年第 5 期

2019 年第 1 期

2019 年第 7 期

2019 年第 9 期

2018 年第 4 期

2018 年第 5 期

2021 年第 8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
著作权人向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 30 日

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

其他期刊投稿，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此要求，

表 4 中的 21 篇论文，通过对比投入本刊日期和发表

于它刊的收稿日期这两栏信息可知，其中有 10 篇文

章在 30 日之内改投的它刊，有 7 篇文章，刊物未标

出收稿日期，但从它发表的刊期数可知，一般刊物

较快的见刊周期约为 3~6 个月，由此可推断出，此 7

篇文章在投入它刊的日期与投本刊日期应该相差不到

30 d，因此这 7 篇也属于学术不端行为中的一稿多投

现象。但根据本刊稿约约定，若投稿 3 个月后未收

到编辑部处理信函，可改投它刊。从这一角度分析，

表中有 20 篇稿件都属于一稿多投现象，其中只有

2018017 号稿件属于正常改投它刊。因此，稿件被它

刊先于本刊录用是撤出本刊的主要原因。出版前撤稿

的作者大多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北京勤云科技有限公司为学报开发的投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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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未发表相似文献”比对功能，如图 2 所示。

 

但是已经在它刊发表的 21 篇稿件中有 12 篇论

文，在本刊物的投稿系统“未发表相似文献”中不存

在，说明这些刊物的投稿系统不是勤云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数据不可以共享。故通过逐篇查阅投稿系统

中其余 38 篇撤稿文章的未发表相似文献比对功能，

比对其作者信息、文章标题和相似度，发现除已在

它刊发表的 21 篇文章外，另有 10 篇本刊撤稿但未

发表的稿件，在投稿本刊前后，作者还投稿其它刊

物，稿件基本信息如表 5 所示，对比投稿日期可知，

这 10 篇文章可能存在“一稿多投”现象，即存在学

术不端行为。且还有 4篇稿件在它刊处于待处理阶段，

并未退稿。特别是 2023022、2021084、2021074、
2020173 号稿件，在不同刊物的投稿日期为同一天或

只相差 1 d，可确定为一稿多投论文。

因此，撤稿的 59 篇论文中，一共有 31 篇稿件存

在学术不端现象，约占总撤稿量的 52.5%，由此可见，

作者撤稿的主要原因还是“一稿多投”。这可能是因

为作者的毕业要求或项目结题等，为提高论文的命中

率而选择一稿多投。 

图 2 办刊系统中的未发表相似文献比对功能示例

Fig. 2 Example of unpublished similar literature comparison 
function in the publishing system

表 5 未发表稿件在学报投稿系统中一稿多投现象统计结果

Table 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ultiple submissions of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in the Journal submission system

序号
本刊基本信息

  1
  2
  3
  4
  5
  6
  7
  8
  9
10

稿件编号

2023109
2023063
2023022
2022204
2021228
2021084
2021074
2021046
2021018
2020173

它刊基本信息

撤稿阶段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评审退修

终审退修

评审退修

终审退修

评审退修

终审退修

评审退修

刊物名称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信息工程大学学报》

《重庆科技学院自然科学版》

《震动测试与诊断》

《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科版）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 自科版 )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水运工程》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稿件状态

退修

新到稿件

已修回

已退稿

初审已审回

不宜采用

退稿

退稿

退稿

新到稿件

退修 / 录用日期

2023-08-23
2023-05-30
2023-03-20
2023-03-21
2022-02-20
2021-06-11
2021-07-17
2021-05-24
2021-04-12
2021-01-26

投稿日期

2023-06-25
2023-04-07
2023-02-23
2022-12-02
2021-12-31
2021-05-18
2021-05-03
2021-03-24
2021-03-03
2020-11-24

投它刊日期

2023-06-16
2023-04-25
2023-02-24
2023-01-03
2021-10-27
2021-05-18
2021-05-03
2021-03-22
2021-02-19
2020-12-23

3.2 稿件问题多而作者修改不到位

从学报投稿系统中查阅 59 篇撤稿文章的处理意

见可知，审稿退修阶段撤稿的 45 篇文章中有 25 篇稿

件的处理意见为退修半年以上未返回，故编辑部做退

稿处理。这部分稿件的作者未与编辑部沟通，既没有

电话来访记录，又没有收到要求撤稿的邮件，可能的

原因是要改动的地方太多，不想改或者针对意见修改

后改投他刊，如 3.1 中的 2018017 号稿件，作者修改

完，过了刊物约定的三月之期后改投《采矿技术》。

有 9 篇稿件撤稿处理意见是作者认为稿件评审专家提

出的问题太多而放弃，具体为 3 位作者认为有些数据

处理或原图需要原就读学校提供，毕业后资源有限，

自己修改会不到位，故要求退稿；有的作者因为毕业

后参加工作，不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论文发表与否

不会影响其工作，需要修改的话就放弃发表；也有

作者是因为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对论文进行修改，

不得不放弃发表论文；还有一类作者对自己不负责，

因专业功底不深而畏难，不愿意修改论文。特别是

管理类文章作者，其根据文献“依样画葫芦”建模，

理解不透彻，编辑或评审专家指出问题后没法解答，

最终因编辑退修时没有底气而撤稿，改发其他对文中

的原始图表和建模中的量符号书写要求较低，甚至不

需要修改的刊物。研究组成员在查询撤稿论文是否在

其他刊物发表过程中发现，少量作者选择的刊物发表

后的文章编校质量远不如本刊。

3.3 审稿或出版周期太长

从学报投稿系统中查阅 59 篇出版前撤稿文章的

处理意见得知，有 8 篇稿件处理意见为作者认为审

稿周期太慢，要求撤稿。其实这一理由有些是作者的

借口，而不是退稿的正当理由，如 2022157 号稿件，

稿件收稿日期为 2022-09-07，终审退修日期为 2022-
10-20，一个多月时间里经过了初审、初审退修、同

 注：本刊各审稿阶段都有可能退修，故可能有多个退修日期，表中退修日期为最后一次退修时间。

姜利民，等　　论文出版前撤稿的原因与对策分析——以《湖南工业大学学报》59 篇撤稿论文为例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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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家评审、评审退修、同行专家把关、终审整个评

审流程，编辑部的处理没有耽搁时间。这也可以从

表 5 中的收稿日期和最后一次退修日期看出来，除了

2022204 号稿件外，其他文章的处理时间均在 3 个月

以内。根据学报办刊系统统计中心审理周期统计数

据，系统中的 2 904 篇论文平均审理周期为 50 d，单

篇稿件的评审记录中超出 3 个月审理周期的文章多为

多次退修、多次审理的稿件；或者是遴选的评审专家

不便审稿，多次更换评审专家耽搁了评审周期；或者

是退回作者修改，历时半年以上未返回的稿件，编

辑进行退稿处理，此类文章的评审周期基本上达 200 
d。所以对于一般期刊，可能存在审稿周期太长导致

稿源流失现象，但作者借用这一因素撤稿，也鞭策编

辑们要实时处理稿件。

录用待编辑撤稿的 11 篇稿件中，查阅作者的电

话来访记录，主要撤稿原因为作者对编辑部对论文的

刊期安排不满意，出版周期太长，怕“夜长梦多”。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是编辑部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从

刊物的发文时滞看出，图 3 所示为 2018—2021 年学

报出版时效分析统计结果（https://jif.cnki.net/Journal/ 
DalayAnalysis. aspx?pykm=ZZGX）。

 

由图 3 可知，近年来学报的平均出版时滞在 200 
d 以上，2019 年达峰值 267.1 d，其后下降，这可能

是因为采取了整本网络优先出版 1 期的改进措施办

刊，从而缩短了发文时滞。 
3.4 期刊级别不能满足作者毕业要求

从学报投稿系统中查阅 59 篇出版前撤稿文章的

处理意见得知，有 3 篇稿件的处理意见为导师不同意

发表。其中两篇为编辑部安排的刊期不能满足作者毕

业要求，虽然网络优先出版时间能满足毕业要求，但

学校要求必须为纸质版样刊，故撤稿。另有 2020056
号稿件，它是在编辑校对过程中撤稿的，论文已经

进入印刷厂制版阶段，但作者致电编辑部要求撤稿，

因本刊为普通期刊，学院政策要求必须在中文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故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不能满

足毕业条件，而作者短期内又写不出新文章，故导师

建议其将该文改投它刊，从本刊撤稿。这一现象主要

发生在研究生投稿中，退修未回而撤出的稿件中也有

少量类似现象。主要是因研究生对学院要求不了解，

加上投稿前未与导师商量，因此，编辑部今后应加强

对投稿时的版权协议签署管理。

4 防范建议

4.1 多措并举，尽量遏制“一稿多投”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是保障我国科技事

业健康发展的紧迫任务 [10]。因此，应尽量遏制“一

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

规范作者行为，增强科研诚信意识。目前，对出版前

擅自撤稿的作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尚无相关的法

律法规。可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加强教育宣传、建立

诚信档案、严格把控论文发表环节、加强监督和管理、

建立激励机制等措施，有效提高作者的规范意识和科

研诚信水平，推动学术环境的持续改善。

科研工作者是论文撰写和发表的主体，是科研诚

信的第一责任人 [11]。因此，建议加强学术道德教育。

通过学术道德课程、讲座等形式，提高作者的学术道

德意识。引导作者遵守学术规范，树立正确的学术价

值观，提高其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期刊是发表园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期刊间

的交流更为便捷。故建议加强各刊物间的合作与交

流，可以从期刊集群角度考虑，建立期刊集约化平台，

实现资源共享。如可以考虑开发一个统一的、标准

化的投稿系统。作者只需要在一个系统中提交稿件，

就可以轻松追踪到各稿件的状态，同时可以避免数据

格式不兼容等问题。能够更好地共享资源、优化流程

和提高效率。

编辑是论文刊发与否的“守门员”，编辑们需要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不断探索，尽量减少出版前撤稿的

现象。为此，建议在稿件初审阶段，责任编辑充分利

用网络信息资源甄选稿件。首先，利用投稿系统中

的未发表文献比对功能，如果发现来稿有已投入它

刊的记录，应与作者电话沟通，看其是否诚意投稿，

才进入下阶段的审稿工作；如果作者态度不明朗，就

做退稿处理。其次，进入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

系统查重，如果检测到来稿已在该系统被提前检测，

判断该文章可能存在一稿多投，就应先与作者沟通稿

件情况，看是否专投本刊，若只是作者自己进行了检

测，则继续评审，否则尽早退稿。再次，对已有“一

稿多投”等非正常原因撤稿的文章作者建立黑名单，

图 3 2018—2021 年学报出版时效分析趋势图

Fig. 3 Publication timeline analysis trend chart of th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rom 2018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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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惩罚，限定一定年限内不接收所有学术不端作

者的来稿，态度恶劣的可扩展到不接收其所在单位的

来稿，并通报其所在单位科研部门。

4.2 规范审稿处理流程，缩短审稿周期

数字化技术可大大提高审稿效率和质量，如采用

在线投稿系统，可以简化投稿流程，提高投稿效率，

编辑部现在基本上都采用了在线办刊系统，审稿流程

较为规范。但在同行专家评议过程中，专家的用户名

为常用邮箱，但现在微信交流较为普遍，专家登录邮

箱的频率大大降低，故责任编辑送审前后应及时与专

家沟通，询问专家是否方便审稿，并讲明刊物的审稿

要求，明确审稿环节、审稿周期和审稿标准，一定时

间后未返回则要及时提醒专家。同时，多与作者沟通，

及时告知作者审稿情况，并要求作者能认真按修改意

见修改，争取一次性修改到位，减少返修次数，缩短

修回时间。

4.3 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利用网络优先出版

为缩短出刊周期，建议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应建

立一个稳定、安全、高效的网络出版平台，并跟中国

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合作，编校完成后第一时

间上网。此外，中国知网的优先数字出版及网络首发

平台，可有效缩短论文发表时滞，国内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时间较纸质版平均缩短了 2~3 个月 [12]。学报为

了缩短发文时滞，也利用该平台，实行了整本网络优

先出版，现整期提前 1 期网络优先出版，较纸质版

出版时间提前了两个月。若编辑部备用稿件量充足，

且编辑部人员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可考虑整本提前网

络优先刊发。中国知网的优先数字出版及网络首发平

台，对刊物有单篇网络优先出版和整本网络优先出版

等合作模式，刊物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充分发挥网

络优先出版的优势。

4.4 增强编辑服务意识，最大程度帮助作者

第一，责任编辑通过示范修改方法，向作者展示

如何进行修改，包括对语言、结构、参考文献等方面

的修改。第二，责任编辑可以提供与论文相关的资

源和建议，如参考文献、相关数据库、研究方法等。

这些资源和建议可以帮助作者更好地完善论文，提高

论文的质量和水平。第三，责任编辑与作者建立有效

的沟通渠道，及时回答作者的问题，提供必要的指

导和帮助。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QQ 在线等方

式进行沟通，以便更好地帮助作者解决问题。第四，

责任编辑应该关注作者的反馈，了解作者的需求和困

难，并根据作者反馈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5 结语

本研究以学报出版前撤稿的 59 篇论文为例，多

方面阐释了撤稿的原因，发现主要是因为作者一稿

多投造成的，再者是作者的写作水平有限，评审意

见太多，作者担心修改不到位而退却，还有因为出版

周期太长而撤稿的，这些是可以通过努力而避免的。

而极少数因期刊级别不够而撤稿的，则是刊物短时间

内无法解决的。基于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刊物

应防范出版前撤稿的相关建议，这对于提高一般期刊

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未来的工作

可以从新技术人工智能（AI）的角度着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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