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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不应收取论文“加急费”

祝贞学　　樊迎春
（江苏大学杂志社，２１２００３，江苏镇江）

摘　要　针对一些期刊收取论文“加急费”的现象，指出其可能
带来的一些弊端，同时提出了防范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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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论文“加急费”，就是稿件通过专家评审，编

辑部确定录用后，作者为了缩短发表周期提前刊出而

交纳的费用。这个费用应不应该收取？合不合理？通

过与相关同人的沟通、讨论，认为“加急费”的收取弊

大于利，应予取消。

１　“加急费”产生的背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学术期
刊走市场化道路是一个必然趋势，不少期刊已经或正

在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１２］；但是，社会办刊

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办刊经费短缺［３４］。学术期

刊受自身发行面窄、发行量少的制约，想通过发行和广

告途径解决经费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大多数期刊

主办单位的拨款不足以支持刊物运行，在此情况下

“加急费”的收取可以作为办刊经费的一个有益补充，

这也是一些期刊收取“加急费”的主要原因。同时，对

作者而言，由于晋升职称、申请学位等都对文章的刊出

时间有一定的限制，而交纳“加急费”提前刊出无疑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作者的需求。因此“加急费”

的产生有其合理的一面，对期刊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然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２　收取“加急费”带来的弊端

２１　有损其他作者权益　少数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文
章能在期望的时间刊出，就与编辑部协商通过交纳一

定的“加急费”，获得优先发表的机会，这不合情理，有

损他人权益。优先发表是指文章质量非常优秀或有较

大创新可以优先发表［１］，交纳“加急费”提前发表显然

有悖此原则，它不是优秀论文优先发表，而是有钱论文

优先发表，应该抵制。而那些通过正常程序应该刊出

的文章由于版面限制不得不为所谓的加急文章让路，

推迟发表，而影响文章的时效性，这部分作者的正常权

益显然受到了损害。另外，这种情况一旦引起其他作

者纷纷仿效，达到一定比例，必然会破坏编辑部的正常

程序，造成管理混乱，影响期刊形象。

２２　导致期刊论文出版时滞差距加大　期刊收取
“加急费”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加大论文发表

的时滞差异。以一种双月刊为例：假设其正常发表时

滞为６个月，而某作者的文章在１个月内通过审稿，并
交纳一定的“加急费”后，则３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可
以刊出，发表时滞为３个月或更短，而另一篇应该正常
刊出的文章则必须让出版面推迟发表时间至少２个
月，即发表时滞为８个月或更长。同一期刊不同作者
的２篇文章发表时滞相差１倍以上这显然不合情理，
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必然会给期刊带来负面影响，

使作者、读者对期刊的信任度下降。

２３　不利于期刊长期稳定的发展　稳定、高质量的稿
源是学术期刊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而拥有一支高素

质的作者队伍是获得高质量稿源的保证［５］；然而，“加

急费”的收取降低了期刊的社会诚信度，使期刊的形

象大打折扣，这必然使一部分核心作者减少或放弃投

稿，同时改变了一部分新作者的投稿倾向，造成部分优

秀稿源流失，不利于期刊长期、稳定的发展。

２４　为滋生学术腐败提供可能　期刊编辑也是人，或
多或少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无法否认目前人

情稿、关系稿、权钱稿的存在是一个事实［６７］，而“加急

费”的出现则可能为这些现象的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加急费”不同于版面费，版面费收取合理、合

法［８１０］，因为各期刊对版面费的收取基本都有明确的

规定，一个版面或一篇文章多少钱，程序规范、合法，对

每个作者都一视同仁，不存在不公平；而“加急费”则

是少数作者与编辑或编辑部的私下个人行为，怎么收、

收多少钱均由他们自己协商决定，不能说这其中就一

定存在问题，但至少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为腐败现

象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发表可以加急，那么审

稿是不是可以加急呢？三审变为二审、一审甚至不审

呢？这无疑给了人们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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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抵制“加急费”现象要做的工作

　　“加急费”收取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应引
起足够重视。要将它消除在萌芽状态需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

３１　完善科研评价体制　要消除“加急费”现象，完
善科研评价体制是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如果不以论文

的数量、刊物的等级作为职称评定、学位论文答辩、科

研成果评价的硬性指标，而是仅作为评价标准之一，再

结合其他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考核［１１］，那么，由于数量

上没有了硬性规定，作者对论文刊出的时间要求就没

有那么苛刻了，自然就从源头上很好地抑制了“加急

费”的出现。

３２　编辑部规范管理　期刊编辑部应建立完善、规范
的管理制度，对稿件处理的每个环节比如稿件的录用

标准、三级审稿的具体标准、修退稿制度等都作出详

细、明确的规定，同时对期刊编辑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要求他们严格按规定行事。这对抑制“加急费”现象

的蔓延，保证期刊健康、稳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３３　编辑加强自律　弘扬正气、抵制腐败是编辑不可
推卸的责任。期刊编辑应加强自律，努力学习，不断增

强职业的使命感和工作的责任感。要立足岗位、放眼

全局、敬业奉献、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

钻研，把做人、做事与做学问统一起来。提倡正确的学

术导向，加强编辑的道德修养和学术修养，提高编辑抵

御不正之风的能力，正确处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关系［６］。由此为基础，当编辑再面对“加急费”时，一

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拒之门外，由“加急费”而引起的

学术腐败也将没有了生存空间。

“加急费”现象的出现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带来

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各期刊编辑同人

要共同努力对它加以抵制，为期刊正常、有序地发展扫

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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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管理学类部分期刊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表!

刊　　名
总被引频次

数值 学科排名 离均差率

影响因子

数值 学科排名 离均差率

编辑学报 １００２ １ １．７１ １．３７５ １ ２．４７
管理工程学报 ４１０ ６ ０．１１ ０．３６６ ８ －０．０８
管理科学学报 ５６６ ４ ０．５３ ０．５８６ ４ ０．４８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３４６ ７ －０．０２ ０．０７９ １５ －０．８０
科学学研究 ３３７ ９ －０．０９ ０．３６０ ９ －０．０９
科研管理 ４４５ ５ ０．２０ ０．３７１ ７ －０．０６
情报学报 ３４２ ８ －０．０８ ０．５６２ ５ ０．４２
数理统计与管理 ３１９ １０ －０．１４ ０．２９８ １０ －０．２５
中国管理科学 ６５９ ３ ０．７８ ０．６７０ ３ ０．６９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８７８ ２ １．３７ ０．７３２ ２ ０．８５
平均值 ３７０ ０．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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