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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多投的重灾区：中学教育类数学期刊

万　家　练
（合肥师范学院《中学数学教学》编辑部，２３００６１，合肥）

摘　要　通过事例说明中学教育类数学期刊中一稿多投、一稿
多发极为严重的现状，提出了合理、有效、可操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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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教育类数学期刊约２０多种（还有更多
的学生学习用期刊），主要由高等师范院校和有关教

育研究院所主办。它是从事数学教育研究、中小学数

学教师等数学教育工作者发表和交流关于基础数学教

育教学成果的主要园地。近年来，虽然质量在不断提

高，但目前“一稿多投”“一稿多发”的问题极为严重。

这就损害了这类期刊的整体形象，制约了其质量和竞

争力的提高，打击了从事基础数学教育研究者的积极

性，到了必须加以重视、认真解决的地步。

１　现状

１１　案例：一份名刊的无奈和追求　《数学通报》（中
国数学会、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以它的历史、影响、质

量一直位居这类期刊的榜首地位，然而，正是它的特殊

性，长期以来成为众多一稿多投者格外青睐的对象。

该刊一贯坚持刊用任何一篇稿件都先发录用通知，

并让作者回复是否他投的做法。即便如此，并没有有效

阻止住一稿多投越演越烈的局面。该刊在公开回答一

位读者的来信时表示：“……大多数作者回信都会如实

说明情况，但是，最近发现有些作者并未说真话，导致文

章在多家杂志先后登出，造成了恶劣影响。……针对当

前这种现象呈增多趋势的现状，本着保护其他作者积极

性，维护杂志声誉的目的，对于今后出现一稿多投的作

者，我们将公开批评，并列出作者姓名和发表文章题目，

以正视听。”［１］此后，该刊分别在２００５年第９期、２００６年
第７期、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上以声明或批评的形式公开了２
位、６位、２位一稿多投作者的姓名和文章题名。

那么，这种接连不断的曝光是否就让一稿多投者

有所收敛呢？在每年发表的文章中是否仅仅只有曝光

的作者为一稿多投者呢？笔者为探虚实，特以２００６年
第１２期《２００６年数学通报总目次》为样本，在《中国知
网》上进行逐一检索，实际的情况更令人惊诧。２００６
年该刊全年共发各类文章３１０篇。其中在２８０篇自由
来稿中发现共有１３篇文章为重复用稿，是一稿多投造
成的。也就是说，该刊在２００６年全年发表的文章中有
近５％是重复发表。在检索中还意外地发现：不止一
篇文章先后在三四家同类期刊上发表，另有２４位作者
曾在其他此类期刊上发表过一稿多用的文章。虽然该

刊在不停地劝诫、批评一稿多投者，如在２００７年第１２
期上一次严正批评了５位一稿多投者，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
期上又严正批评了１位作者，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削
弱众多一稿多投者的勇气，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刊

一稿多用居高不下的局面。

１２　链接：来自同类期刊的例证　受困于一稿多投的
这类期刊并非一家，而且情况都比较严重。

例如，《数学教学》（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创刊５０
余年，历来严防一稿多投者。在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全文
刊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一文，并

且加了编后漫笔《努力学习，实行“学术宪章”》，倡导

作者要有学术道德；然而，一稿多投者却置若罔闻。该

刊在２００７年第４期上刊发的《本刊声明》指出：本刊
２００７年所有发表的文章在刊登前均经本人确认没有
一稿两投，但遗憾的是２００７年第２期苏立标的《圆锥
曲线问题中一对奇异的“伴侣点”》和戴海林的《一道

高考向量试题的再认识》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毕明黎的
《一道单元测试题讲评后的“回炉课”》均属于一稿两

投，对此，按照本刊一贯做法，本刊２年内不再刊登这
３位作者的任何文章。

又如，《中学数学教学》是笔者参与编辑的期刊，是

一份有近３０年历史、深受读者喜爱的期刊。由于它仍
是双月刊，用稿的周期相对长一些，虽然我们采取了一

些防范措施，但常常看到一些还在手里编校的稿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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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杂志上刊发了，为此，撤换稿件成为我们的家常

便饭。

一稿多投者在作者中十分普遍。据统计，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中国期刊网收录的９种这类期刊上发
表的浙江省中学数学教师教育科研论文共 １０６８篇
中，有３６篇（占３．４％）属重复发表，其中大部分是由
作者一稿多投造成的［２］。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一位网民检举
浙江一位作者多年一稿多发，仅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就有近
３０篇文章一稿多发，２００８年４—６月有一篇稿就先后
在５家期刊上刊发。经核查所检举事实确凿。所以，
说这类期刊是一稿多投的重灾区，决不是危言耸听。

２　对策

２１　联合行动，重拳打击　一位外籍院士在谈到中国
这类现象时说得很直白：“据我所知，在中国，违背学

术和道德行为准则所遭受的惩罚很轻，甚至有时不受

惩罚，仅仅是一句‘下不为例’的警告。……在西方，

对剽窃和其他学术劣行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常常导

致当事人失去工作或剥夺职业资格。因此，同行的压

力和自律常足够使不良行为发生率降到最低。……因

为只有轻微后果，每个人都会有不良动机。这是人类

的天性，而不仅限于中国。”［３］

如何根治一稿多投有不少文章给出对策。一种观

点认为：我们没有发现和寻求出避免一稿多投和重复

发表的有效手段，特别在论文发表以前和发表以后没

有上网这段“真空”阶段；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有建立论文刊发以前的查重数据库［４］。固然，这种

靠编辑的“堵”是一种办法，但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因

为没有作者的自律这种“堵”迟早都会溃堤的，而作者

要做到自律需要有道德与制度的约束。就目前来说，

笔者除了赞同在同类期刊组建“联合防护网”，采取联

合声明、联合退稿、联合曝光、联合处罚［５］等措施外，

还需要有关部门如人事、组织部门在考核、评优中设立

“学术道德”一项，并接受社会的监督和举报，一旦发

现有违学术道德的就给予严厉的处罚。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学教育类数学期刊系统成立了
一个协作会，但一直名存实亡。鉴于这类期刊的稿件

在其他类期刊上发表的可能性不大的现状，如果协作

会能真正在“联合防护网”方面多做工作，一稿多投者

恐怕就会收敛许多。

２２　建立期刊用稿网上查询系统　目前中学教育类
数学期刊用稿反馈时间大多为三四个月，有的长达６
个月，有不少期刊用稿不发录用通知，作者需要更长时

间才知道自己稿件的处理情况，这种信息不畅是造成

一稿多投的重要原因。为予以避免，建立期刊用稿查

询网非常必要。像《数学通讯》（华中师范大学主办）

那样建立网上用稿查询系统的做法值得效仿。作者登

录《数学通讯》网站，１周内就可查到自己的稿件是否
收到，不到１个月就可查到一审情况。这为避免或减
少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能，应予推广。

２３　扩大容量并缩短出版周期　中学教育类数学期
刊稿源丰富，刊物社会需求量大；因此，应尽可能扩大

容量，缩短出版周期，如增加印张，增大开本，条件成熟

的期刊还可以改成半月刊或旬刊。这无疑会增加作者

发表文章的机会，对减少一稿多投具有积极意义。

２４　鼓励举报　积极鼓励读者举报一稿多投者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如一位网民发现《中学数学月

刊》（苏州大学主办）２００８年第 ９期与《中学数学教
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上刊发了同一篇文章，而《数学通
讯》网站上也公布了此文已过三审、即将刊出的消息。

正是这位热心网民的及时检举才避免了该文再次重复

发表。编辑部应认真对待读者来信，核实举报内容，并

对举报者给予鼓励或奖励。

２５　强化内部管理　既要坚持学术至上，又要对作者
充满人性化关怀。编辑部一要“加强自律机制建设，

制订一些从事编辑工作的自律条款或是编辑行业的道

德信条”［６］；二要严格工作流程，公开用稿原则和对来

稿的评审情况，并杜绝关系稿；三要实行目标管理，并

对编辑尤其是责任编辑实行目标成果考评［７］，促使编

辑养成自觉上网查重的习惯［８］；四要热情、准确地回

答作者的咨询，避免敷衍了事。此外，有关学会和管理

部门可以在期刊评优中设置遵守“学术规范”情况的

考核项，以促使各期刊主动严防一稿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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