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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种科技期刊稿件互荐刊登弊大于利
———与董秀癑商榷

潘　　伟
（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通过对国际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和中华医
学会系列期刊稿约的解读，指出不同语种科技期刊稿件互荐刊

登弊大于利，并与《编辑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发表的《不同语种
科技期刊稿件互荐刊登的意义及方法》一文的作者商榷。强调

应按照国际惯例，允许作者以不同语种向不同期刊投稿，但不

提倡、不鼓励、更不向其他期刊推荐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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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９卷第６期刊出了董秀癑
的《不同语种科技期刊稿件互荐刊登的意义及方

法》［１］一文（以下简称：董文），从读者、作者、科技期刊

３个方面阐述不同语种科技期刊稿件互荐刊登的现实
意义与深远影响，强调实施它的必要性和实际价值，并

探讨其可行的方法和具体措施。阅读后颇有不同看

法，愿与之商榷。

１　对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稿约的理解

　　董文的起始部分引用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稿约
通则规定：“对已用一种语言发表过的文稿，在征得首

次刊登期刊的同意后，可在另一种期刊上以另一种语

言发表，不属于一稿两投，但在投稿时必须予以注

明。”［２］作者由此认为“这为不同语种科技期刊间的不

同语种稿件的互荐刊登提供了可能”。其实，中华医

学会系列期刊稿约通则只是规定了用２种文字分别向
不同语种期刊投稿，不属于一稿两投，并未涉及“互

荐”问题。而且这一规定并非中华医学会首创，而仅

仅是根据国际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３］和我

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论文二次发表

的声明。在具体实施上，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于２００７年
再次重申并细化的论文二次发表的规定：“凡符合下

列条件并提供相应材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允许或

接受论文用另一种语言二次发表：１）作者必须征得相
关期刊的同意，首次发表论文的期刊和准备二次发表

的期刊均无异议。作者需向二次发表的期刊提供首次

发表该论文期刊的同意书，论文首次发表的时间和论

文复印件、单行本或原稿。２）尊重首次发表的权益，
二次发表至少在首次发表１周之后。３）二次发表的
论文应面对不同的读者，节选或摘要刊登。４）二次发
表的论文必须完全忠实原文，真实反应原有的资料及

观点，作者的顺序不能改动。５）论文二次发表的文题
中应标出是谋篇文章的二次发表（全文、节选、全译或

节译）。６）二次发表的文题页脚注中，要让读者、同行
好文献检索机构知道该文已全文或部分发表过，并标

引首次发表的文献。”［４］

由此可见，无论是国际期刊编辑协会还是中华医

学会，都只是对论文二次发表做出了相关规定，均未推

崇“互荐刊登”。

２　关于互荐刊登的意义

　　１）扩大传播范围。董文认为，互荐刊登对读者、
作者以及期刊本身都具有重要意义，指出“一种语言

的科技期刊或文章只拥有懂得该种语言的读者，所以

使知识的广泛传播性受到一定限制和影响”。其实，

在我国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中，很多人有扎实的外文

基础和国外工作、生活的经历，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学者外文水平的提高，他们阅读英文原文并无太

大障碍；相反，国外读者了解我国科研成果的主要障碍

也不是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和学

术价值本身。我国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院士，将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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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１９６６年的《科学通
报》第１期上，随后又相继在中国的学术会议和论文
集中发表了多篇论文，其国际同行并没有因为其撰写

的论文是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而不将“世界杂交水

稻之父”的桂冠授予他［５］。所以，只要论文具有足够

的科技含量和影响力，其传播不会受到语种的影响。

２）提高传播速度。董文认为，“科技期刊传播便
捷又迅速，而且覆盖面广”。众所周知，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网络传播的速度远远高于纸版期刊；另外，翻译出

版需要时间，增加成本，而且很难确保其准确性。所以，

二次发表可以提高传播速度的解释似乎也有些牵强。

３）利好作者和期刊。董文中列举了很多互荐发
表对作者和期刊的“好处”，指出互荐发表“更主要的

是作者自己的名字和研究成果被国外同人知晓，使自

己名扬海外”，“它还关系到作者所在单位的荣誉及所

在国家的世界影响”。对作者而言，太过功利化，至于

提高单位和国家的世界影响，也太过想当然，难以给出

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其实，这些好处最多也只是对真

正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二次发表的益处，而并非是互荐

的意义所在。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允许论文以不同文

种在不同受众的期刊中发表，但我们没有必要大力倡

导和积极鼓励，更没有互荐的必要。之所以学术界一

直反对一稿两投、一稿多投，一方面是要维护科研成果

的原创性、唯一性和权威性，摒弃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的学术功利主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科技期刊的

尊严。没有价值的重复发表，实际上是对期刊资源的浪

费。试想，如果重复发表的论文在一本期刊中占到了一

定的比例，那么，这本期刊存在的价值又如何体现呢？

３　关于互荐刊登的方法

　　董文对互荐刊登介绍的方法，实际上涉及的是期

刊间的合作，与论文的二次发表问题有本质的区别，与

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关于一稿两投问题声明的实质内

容更是相去甚远。倒是董文最后提到的不同语种科技

期刊稿件互荐刊登应注意的问题给了我们惊醒：数据

库重复收录和未被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发表的文章被收

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对文献检索和数据统计造成

很大的干扰，也使单位在人才选拔和职称晋升等工作

中遭遇麻烦。这也正是美国国立图书馆不提倡论文二

次发表（翻译文章）［１］的原因所在。

４　结论

　　１）按照国际惯例，明确不同语种论文向不同期刊
投稿不属于一稿两投。

２）允许作者以不同语种向不同期刊投稿，但必须
声明，同时接受所投稿期刊的审查。

３）不倡导、不鼓励、更不向其他期刊推荐（期刊合
作则根据协议）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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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序号在引文标注中的正确位置在哪儿？

问　文献序号在引文标注中的正确位置在哪儿？
答　参考文献序号在引文标注中的位置比较复杂，应区别

情况做不同处理。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１）文献［１］指出……；文献［２］认为……。———这是最简
单的情况，即“［１］”“［２］”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能读出来），
只有紧跟着“文献”２字并不排成上角标这一种形式。
２）王××指出，……［３］；张××认为，……［４］。———“［３］”

和“［４］”放在句末点号（这里分别是分号和句号）之前。也可
排为：王××［３］指出，……；张 ××［４］认为，……。这２种形式
可取其一。

３）陈××认为：……。……。［５］笔者认为……。———陈 ×

×“认为”的内容包含了２个句子。“［５］”（上角标）应放在最
后一个句号之后，表示这２个句子都是文献［５］中的引文。在
这种情况下，不能采取如下的形式：陈 ××［５］认为：……。
……。笔者认为……。若如此，就会有歧义，即第２个句子是
不是陈××认为的内容还要读者去分辨。此外，这里，若“认
为”后不是冒号而是逗号，那么，“认为”的内容只能是在第１个
句号之前。

顺便指出，“认为”“指出”之后的内容如果是原文原话，就

应当加引号，而引用的仅是原文献的意思，则不加引号，如以上

各例。

（同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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