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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作者投稿动机的因素分析

夏　登　武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５２４０２５，广东湛江）

摘　要　分析影响作者投稿动机的内外因素。认为：作者自我
实现需要的目标设定与内在动机密切相关；作者在投稿行为实

施过程中，反馈信息的获得、期望价值的实现、潜在能力的开

发、情绪的体验均影响其投稿动机；信息性科研激励因素对作

者投稿动机产生积极影响，而控制性激励因素对作者的投稿动

机产生消极影响。提出了优化作者投稿动机的几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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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从事活动的内部动因或动

力［１］。期刊论文作者在科研活动中积极创新，获得成

果，并希望通过文章的发表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读者的

肯定，从而实现自己更高的人生价值［２］，这便产生了

作者的投稿动机。作者的投稿动机对其创作行为起着

定向与驱动作用，因此，对期刊的质量与价值也产生重

要影响。笔者试图对影响作者投稿动机的内外因素进

行分析，以期探寻出作者投稿行为的内驱力与期刊发

展的关系。

１　内在因素

　　投稿动机是由作者的自我实现需要引起的。根据
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是

人的内在需要的最高层次［３］。为了满足自我实现需

要，作者给自己设定目标，为实现目标表现出来兴趣、

认知情感、能力、意志等各种内在因素都会影响投稿

动机。

作者的目标设定大致可分为２个方面：科研目标

和成就目标。科研目标是从事科学研究应取得何种成

果的目标，而成就目标则是获得对其科研能力的评价

目标。如果作者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和科研能力，有

从事某一科学研究领域的兴趣和志向，那么，他们易于

给自己设定科研目标，在行为过程中往往会体现自己

较高的学术价值观，并不断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收集信

息，力求获得新的认识，进行投稿发表，即使遇到困难

也会表现出较强的意志，接受发表规则，严格要求自

己，按照科研规律进行创作，并根据投稿结果来调整自

己的科研活动目标、方式、计划等。具备这些内在素质

的作者，其投稿动机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持久性；但

是，如果作者所表现的自我实现需要是迎合一些社会

评价需求———或地位、或荣誉、或奖金，那么，他们在科

研实践中便易于给自己设定一定的成就目标。为了获

取利益，作者往往会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行为，如为了稿

件能发表不惜篡改数据，一稿多投，改头换面一稿多

发，或在投稿过程中，什么话题热门就写什么样的稿

件，完全丧失自己的学术个性，甚至违背科研活动规律

和发表原则，做出涉及剽窃、抄袭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

为。作者的目标短视，所产生的动机是消极被动的。

如果目标受挫，作者就会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毅力，

设法通过捷径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者目标一旦得到，其

动机就会随之消失，科研活动也会随之终止。一些作

者在职称评定前思维活跃，投稿热情较高，发表文章的

数量较多，职称评定后，就鲜有成果面世，这也是短视

科研目标下的消极投稿动机使然。

明末清初的刻书家陶湘曾说过，“非敬无以举事

之体，非恒无以集事之成”，没有积极、稳定、持久的行

为动机，作者很难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２　外部因素

　　作者的投稿动机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
它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国外著名学术期刊《Ａｑｕ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的编辑通过设置１４种选择情景的６０
多项选择内容，对其作者群的投稿动机进行跟踪调查，

探寻作者投稿外部影响因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密

切关注作者资源活动的规律，有利于开发期刊的作者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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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诱导因素　任何动机的产生都必须具有实现行
为动机目的的外部条件，否则，动机不会存在。心理学

把动机实现的条件称为诱导条件。作者投稿动机的诱

导条件主要是出版媒介，在此，把诱导条件对作者投稿

动机的影响因素，称为诱导因素。

２．１．１　反馈信息的获得　作者的投稿行为实施以后，
所获得的评价信息能帮助作者对自己能力进行合理的

推测与判断，促进其内在积极主动性动机的发展。影

响作者对稿件反馈信息的获得主要表现在２个方面：
首先是稿件的评价标准与选择原则；其次是编辑主体

的学术亲和力，即对学术的感悟力、评判力和创新

力［４］。编辑对作者的稿件选择可以用“伯乐相马”来

比喻，编辑若能严守审稿标准，客观、公正地对每篇稿

件的质量、价值进行分析与评价，并给作者提供清楚、

具体、及时的反馈信息，如及时通知作者稿件的评审情

况、是否被录用，何时刊发以及出版后读者或社会的评

价等信息。这样，稿件被录用的作者会因为行为目标

的实现而确认自己活动能力的水平，相信自己能胜任

该活动，并提高科研热情和兴趣，增强其进一步投稿的

动机。退稿者也能从信息分析中认识自己的不足，对

自己的能力和行为方式进行明确合理的归因，使自己

真正地明白在一定的制度和规则下，如何更好地从事

该项活动，并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调整自

己的行为目标方向，寻找出路，力求成功。反之，如果

编辑不能遵守客观公正的原则，给作者提供反馈信息

不及时、不具体、不清楚，这些信息会失去动机作用价

值，作者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做出积极归因。俗

话说：制度的缺陷会给人带来挫败感，这样的反馈信息

只能会强化作者消极被动的投稿动机，甚至会使作者

丧失其投稿积极性。

２．１．２　期望价值的实现　心理学认为，个体对于某项
活动所具有的内部动机的强弱，是伴随着个体在从事

该活动时其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程度的变化。［５］作者投

稿后对其成果能产生何种影响，也会形成更高层次的

期待。刊物质量和信息传播广度决定了作者期望价值

的实现程度。如果作者的文章发表在质量高、影响大

的刊物上，能增强作者创作决心和毅力，激发作者更强

的投稿动机；如果刊物质量较差而且影响小，作者的文

章即使发表，也没有读者去关注和肯定其成果，这样作

者就会丧失对刊物的信任，从而削弱其再次投稿的动

机：因此，编辑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创造高质量、

影响大的期刊，才能为拥有积极主动投稿动机的作者

营造一个实现其价值目标的氛围。

２．１．３　潜在能力的开发　任何一种动机的形成，都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同外部条件的激发。作者的

投稿动机并不是与生俱有的，期刊不仅要为作者实现

动机目的提供必要条件，而且具有激发作者把潜在动

机变为显性动机的功能。作者潜在动机的激发依赖于

编辑对作者的导引和优化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学术

期刊不断地为作者或读者传递一些感兴趣的信息，引

导作者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为期刊提供不竭的活力源

泉；另一方面，编辑凭借“慧眼识珠”的能力发掘作者

文章中的“闪光点”，顺应作者的目标定向，与作者形

成合力，共同完善其科研成果，或凭着自己的信息驾驭

能力，创设一些问题情境来激发作者认识和探索外在

环境的内在需要，不断地增强作者解决问题的欲望，强

化其持久的投稿动机。

当然，“导引”不能局限于满足作者消极需求的层

面，必须严格遵从科研规律和办刊原则，否则，会适得

其反。如曾有一位学术期刊的主编，被邀请到某单位

指导相关专业人员写论文，其讲座的题目是《如何写

职称论文》。且不说几小时给听者的收获如何，也不

说在这位主编的导引下产生了多少篇职称论文，如果

说讲座能激发作者的投稿动机，也是被动动机，作者是

不可能真正创造出具有多少学术价值的论文来的；因

此，近年来，常对学者的不端行为和学界的浮躁混乱进

行批判时，学术期刊的失职和失范也被认为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２．１．４　情绪作用的放大　编辑与作者是通过稿件来
联系的，在这个联系过程中作者也会产生一些积极或

消极的情绪。心理学认为，情绪对人的需要有放大作

用［６］。编辑决定了作者的投稿命运，所以，编辑的支

持和帮助对作者很重要。如果编辑具有较强的人格亲

和力，在与作者交往过程中本着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去

尊重理解作者，赏识作者的成果，以真诚、坦荡、讲信用

的态度，为作者提供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使作者获得

尊重、关爱、理解、支持等愉快的情绪体验，就能唤起作

者的内在活动潜力，增强其克服困难的意志，以及辩证

地对待其成败的经历；反之，如果编辑不能恪守职业道

德和原则，就会干扰作者的投稿目标的实现过程，如编

辑对作者的来稿处理显得主观武断，作者不明白原因

即被退稿，或投稿石沉大海，劳动成果遭遇不合理的待

遇，或个人愿望难以实现，就会使作者产生沮丧、失意

等挫败情绪，这样的挫败情绪会给作者的投稿动机产

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２２　激励因素　激励因素是强化个体行为的外部条
件。任何一种科研激励机制的确立，都会影响人们对

科研活动的态度和价值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部激

励条件都会对内部动机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些外部激

励条件也会对作者的创造性或成果获得产生负面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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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认知评价理论认为，对个体来说奖励等外在激励

因素具有２种性质：信息性和控制性。信息性激励因
素指积极的反馈，即奖励传达的信息是：个体能胜任所

从事的活动，或者是让个体知道如何更好地胜任该活

动。此类性质的奖励能增强内在动机。如果要求个体

在某项活动中获得某一特定的结果后才能给予奖励，

即如果规定了个体要获得奖励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地

点，用特定的方式完成某事，那么，这类奖励就具有控

制的性质。许多研究表明，此类性质的奖励会削弱内

部动机［５］。

影响作者投稿动机的外部激励条件涉及到荣誉、

业绩、职称、学位、物质奖励等多个方面。只有合理的

科研激励机制才能营造适当的竞争氛围，才能帮助科

研人员不断接受挑战，探新求异，提高其科研活动的附

属内驱力，对作者的投稿动机和活动产生正面的影响；

因此，对科研人员激励机制的创设必须具备一定的有

效性，即具体性、可靠性以及与行为结果的依随性。对

科研成果的评价，必须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价值给

予多角度的鉴定和合理的奖励，但是，我国现行的科研

激励机制重数量、轻质量，在评职称、报奖、报成果、学

位获取等目标设置上，大多强调一些控制性激励条件，

如单凭文章数量或刊载的刊物，就对作者的荣誉或奖

励进行粗略定论。这样，一些从事较难科研攻关的作

者，为了回避因不合理评价而造成的失败，很可能失去

科技攻关的行为耐力和毅力，迫使自己随波逐流，偏离

科学研究的规律，避难求易，甚至弄虚作假，片面满足

自己的成就目标。过多不当的激励条件，还会使一些

不具备完善认知条件的作者，为了获得荣誉和物质奖

励，以拼凑或剽窃的方式发表论文。正如原斯坦福大

学校长所说，一旦在学术的追求中伴随有个人的利益、

贪婪或者虚伪，那么就会严重威胁到人们对学术价值

的信任［７］。

３　优化作者投稿动机的措施

　　作者资源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８］从
心理学视角窥视作者资源的动力源，可以使编辑了解

作者群体的特征、目标和需求，有的放矢地做好服

务［９］，也可以优化学术资源，催生科研成果和促进书

刊出版的繁荣与发展。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通过

以下几项措施来优化控制作者的投稿动机。

３１　提升作者的科研综合素质　科研活动是一种人
类特有的高级智力劳动［１０］；因此，必须健全我国科研

人员的培养机制，提升科研人员的科研综合素质，即具

备良好的学术道德和意志品质，树立正确的科研学术

价值观，使他们在科研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获取

知识的能力，锻炼自己独立创新的学术品格，并能在获

取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形成自己主动积极的内在投稿

动机。

３２　强化编辑的作者服务意识　作为出版媒介的主
体，编辑必须强化为作者服务的意识。一方面通过期

刊为作者带来新的学科前沿信息或为作者创设一定的

问题情景，使新的信息与作者已有的知识发生冲突，激

发作者内在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不断摒弃审稿过程中

的不利因素，为作者提供客观公正的科研成果发表平

台，同时，营造编辑与作者真诚沟通交流的氛围，使作

者获得行为的“外援”情绪和信心，提高作者的内在动

机价值，同时增强期刊的活力。

３３　构建有效的科研激励机制　以促进作者科研目
标获取为准则，构建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科研外部激

励机制，使科研激励机制在褒奖科研学术精品、弘扬求

实创新的科研精神以及科研学术成果的交流、积累与

总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弱化作者对成就目标过多

追求，促使作者成就目标设置处于科研目标的从属地

位，对科研目标起辅助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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