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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个同行，非常敬业，每次与人聊天时谈

论的主题离不开实验、论文和期刊，时不时也会聊

到某个期刊主编或副主编。作为期刊主编或副主编，

一般有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课题，也经常参加（学会

的）学术会议，所以认识的同行不计其数。那么认识

期刊主编或副主编，是否对论文发表有帮助呢？答案

可能因人而异。以下分享下我知道的几个投稿案例。

很久以前小编有篇短文，导师要求投到一个专

业性很强的学术期刊。原因有二：一是期刊的副主

编是导师熟悉的，导师以前就在副主编的科室做博

士后。投稿前，导师刚刚邀请副主编参加了一次研讨

会，之后副主编应邀参加了家庭聚会；二是论文里的

实验模型源自于副主编及其同事的论文，只是研究

方向不同而已。前一天下午投稿，第二天一早，就

看到副主编给导师的信，内容公私分明，先寒暄了一

下家常，感谢导师研讨会的盛情款待，之后点明论文

的诸多不足，同时表示与所投期刊的要求尚有距离，

所以不再进一步考虑外审。导师也没有说什么，转投

另一个专业对口的期刊，之后论文很快接受了。可见，

认识（副）主编对论文发表的益处是有限的，相对而

言，投稿到一个对口的期刊更为合适。

再举个例子：以前实验室有篇稿子投到一个很

受欢迎的综合性期刊，审稿人的评议意见很多，其

中包括建议补充几个新的数据。因为一时半会没有

得到要求的数据，于是导师建议，不用补充实验了，

将稿子原封不动换投到其他期刊，一个业内知名期

刊，而且其影响因子比之前所投综合性期刊的还高

一些。结果，没有任何评议意见，论文直接接受了。

此案例说明什么？或许是期刊换了，或许是运气好，

拟或是遇到了对论文质量要求宽松的审稿人？再或

许期刊与实验室已建立某种信任关系或默契？也有

可能是受惠于该实验室先前在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这些可能性都不能排除，但不可否认，给论文挑选

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是非常重要的。

但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找对期刊也好，掺入人

情因素也罢，更重要的还是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写作

质量决定其最终命运。小编认识一位教授，聪明、

活泛并且已发表不少高质量论文，同行内混得如鱼得

水，与业内几个期刊的主编和副主编有交往，且与

一个学会期刊的副主编还是师兄弟关系，因此投稿

时自然优先考虑这些期刊。后来教授投给学会期刊

的两篇论文，一篇一修后被拒；一篇经过大修、小

修后才接受，可见熟人关系加之专业对口并不能保

证论文被轻易接受。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认识期刊主编或副主编，

对论文发表有益处吗？或者更直接的说，熟人是否

享有优越条件，在论文发表上占些便宜？答案是不

能百分百肯定或否定，要看具体情况。我的理解是，

如果你的论文质量明显高于期刊论文的平均水平，认

识与不认识都无关紧要，论文基本能够接受；如果

你的论文质量明显低于期刊论文的平均水平，这种

情况认识与不认识也没多大区别，论文接受的可能性

低很多；只有你的论文的质量达到期刊论文的平均水

平时，或许能受到点照顾，论文发表的可能性大些、

容易些，人情分哪儿都有，但给你不顾论文质量直

接开绿灯放行的可能性不大。

期刊有套完整的审稿系统，期刊（副）主编及编

辑都身在其中，必须遵守期刊的最高准则，维护期

刊的声誉。一般依据审稿人的建议做出适当的决定，

但也可能不经同行评议，独立做出判断，如稿件研

究领域不符合期刊要求、研究模型有明显缺陷或论

文组织混乱等。无论如何，因为熟人或朋友的缘故，

期刊（副）主编自行降低标准、丧失原则，将你或

他人的稿件游离于审稿系统之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除非置期刊声誉和招牌于不顾。果真，久而久之，

期刊对作者的吸引力下降事儿小，期刊生存将是个问

题。反过来，作者投稿时也不要过于考虑人情成份，

不能指望投机取巧、妄图走捷径，应该尊重和遵守

期刊的审稿程序和标准，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学术

环境。

认识期刊(副)主编对论文发表有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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