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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失范行为探析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少数学术期刊在学术引用、增刊出版、版面收费、稿件
处理、稿酬支付等方面存在着失范行为。这些行为违背学术规

律，影响公平竞争，损害期刊声誉，污染学术环境。应加强期刊

自律，强化行业自律，加强期刊管理，以杜绝失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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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失范行为，作为学术交流平

台的学术期刊同样存在着失范行为。尽管这是极少数

期刊的所作所为，但它扰乱了学术出版秩序，损害了学

术期刊的声誉和公信力，妨碍了学术期刊更好地完成

学术传播的使命，应该引起重视并加以规制。

１　学术期刊失范行为的表现

　　１）期刊引用的失范行为。极少数刊物为提高影
响因子，或刻意追求自引，以致（并非唯一原因）我国

期刊自引率平均水平与国际同类期刊相比偏高［１］，或

明确要求作者引用自己刊物上的文献，游苏宁［２］发现

“国内有一本学术期刊曾经提出要求，如果想在该刊

上发表文章，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的文

章５０次以上”，而“这种现象在国内并不少见”。
２）增刊出版的失范行为。增刊出版现状令人忧

虑，一些增刊旨在创收，异化了增刊的出版目的，先天

存在“学术良知”缺陷，只能是文化怪胎［３］。目的的异

化导致增刊出版的失范：隐匿增刊字样，误导作者和读

者；来稿基本照登，制造学术泡沫；１年出多期增刊，增
刊厚度惊人；上网发行交流全免，沦为评职称死刊；集

体包刊，或论文代理商承包。

３）版面收费的失范行为。版面费在一定的范围
和条件下是合理、必要的［４］；但有些期刊凭借强势地

位，不加克制地乱收费，尤其是一些增刊的收费，严重

冲击选稿标准，其目的纯为福利创收，歪曲了版面费收

取的初衷，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声誉［５］，论文代理商的

图利行为更是加剧了版面费收取的失范程度。

４）稿件处理的失范行为。稿件处理中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稿件回复不作为、编辑初审标签化、稿件取舍

关系化、退稿处理非人性化等失范行为［６］。尤其在处

理名家稿、关系稿和领导稿时，少数期刊未能坚持质量

至上和一视同仁的原则。至于漠视来稿一稿多投、抄

袭拼凑、乱署名等失范行为也不少见，不用说预防，就

是揭发之后还遮遮掩掩，损害了期刊声誉。

５）稿酬支付的失范行为。支付稿酬是维护作者
合法权益的表现，是赢得优质稿件的要诀；但一些学术

期刊却利用强势地位不按标准支付稿酬甚至不支付。

据调查［７］，广东省只有部分科技期刊向作者支付稿

酬，但标准较低，最低的每千字少于２０元，６４％的学报
未达到最低稿酬标准，更有一部分期刊不向作者支付

稿酬。有些期刊则以少交版面费折抵稿费。

６）弄虚作假行为。基金论文比和作者层次在期
刊定量和定性评价中有一定的价值，于是，有些期刊明

示非基金项目论文、非正高职称的论文不接受。个别

期刊甚至进行造假活动，编造或帮助作者编造假基金

论文、人为拔高作者身份［８］。核心期刊为作者竞相追

逐，由此，出现了一些伪核心期刊：借助主版核心期刊

推出分版的“核心期刊”；已落选的核心期刊仍在封面

标注“核心期刊”字样，误导作者和读者。

２　学术期刊失范行为的危害

　　１）违背科学规律，影响公平竞争。期刊引用和稿
件处理的失范，以及弄虚作假行为，违背了学术研究和

论文发表的规律，损害科学事业的发展。因自引过度，

以致“ＳＣＩ负责收录的专家曾经对我国部分被收录期
刊提出降低自引率的要求，否则将不再收录这些期

刊”［２］。这一警告意味着某些办刊人违背了科学规

律，损害了公平竞赛的竞争氛围。我们应以创新而不

是靠投机取巧参与国际竞争，否则有损于我国学术期

刊的形象。

２）损害期刊声誉，降低期刊公信力。编辑行为是
否规范考验的是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审稿和收费等方

面的失范行为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准则，影响到学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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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很容易丧失作者和读者的信任，降低期刊公信力，

损害编辑形象，且易恶性循环，导致自律性下降，责任

意识淡化。如此，学术失范行为将会泛滥成灾，使真正

的学者丧失对期刊的信任，造成学术道德的信念危机，

阻碍期刊的发展，对整个学术界产生消极影响。

３）污染学术环境，助长学术不端。期刊失范行为
对学术不端行为和学界的浮躁混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期刊失范与学术失范合流，使学术风气进一步恶

化。它会模糊人们的价值观，造成一种投机取巧的心

理和学风，降低编辑队伍的道德和业务水准，引发学术

期刊的信誉危机，消解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９］。学术

期刊已被学界指认为学术腐败的“帮闲”与“帮凶”，从

而被牵连成为“第二被告”［１０］。在对学界进行批判的

时候，期刊界应自我反思和检讨。

３　防治失范行为，纯洁学术平台

　　学术期刊担负着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职能，期刊
编辑、出版等环节对学术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期刊出

版规范是学术规范的重要关卡，否则，就会成为学术失

范的决堤缺口［１１］。倘若自身存在诸多失范行为，则不

能担负起规范学术行为、建设良好学风的重任。

１）强化期刊自律，加强自我防范。在利欲诱惑面
前，编辑必须加强自律，自省自警，消除随波逐流的从

众心理、放弃原则的人情心理、以权谋私的特权心理、

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提高自律意识和能力，抵制失范

行为［１２］。期刊内部要以制度为核心建立自律机制：完

善以三审制为基石的编审机制，遏制审稿失范；强化精

品意识，构建严谨的质量保障机制；建立编辑失职的内

部追究制度，形成有效的预警机制。

２）强化行业自律，共建出版规范。期刊失范行为
大多没有规则制约，或是管理部门不好制订规则。这

就需要期刊行业协会完善行规行约，搞好互评活动，建

立诚信档案，形成行业整体合力，共同抓好出版业诚信

体系建设的各项工作［１３］。１９９９年中国科协制定了
《全国性学会科技期刊道德公约》，号召期刊自律，但

公约的“倡导”意味浓厚；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学术出

版的职业道德规范，完善学术出版的道德评审机制，完

善学术出版的责任奖惩机制［１４］。可考虑成立学术出

版投诉委员会，接受公众的投诉；在各协会的期刊评比

中，规定期刊自引标准，回归合理自引。

４）加强期刊管理，规制失范行为。为规制失范行
为，必须加强期刊管理，完善他律机制，他律机制运转

良好，严格自律才能蔚然成风。对增刊的出版，既要审

批，更要监督；对版面费的收取，则要尽快出台规制措

施。管理部门要关注并研究期刊出版的失范行为，制

订相应的规制措施，以有效地遏制失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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