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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投稿中的不规范行为及应对策略

马　春　晓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３１００１８，杭州

摘　要　分析作者投稿中的不规范行为，如作者署名、项目来
源的著录、一稿多投等问题，并提出了前３位作者签名、项目负
责人签名及防止一稿多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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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编辑部工作多年，每天都在接收作者的投

稿，应该说绝大部分作者都是按规矩投稿的，但也有少

数作者的投稿中存在着不规范行为。笔者讨论的不涉

及论文的内容问题，仅讨论作者投稿中的不规范行为，

如作者署名、项目来源的著录、一稿多投等问题。

１　作者署名问题

　　笔者对作者署名问题的关注缘于一起论文造假风
波。国内一著名高校发生了一起论文造假事件，一位

老师利用他人的实验数据撰写了几篇论文，并陆续在

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后有人检举揭发了这一起论文

造假事件，当事人也受到了校方处分。事情本该到此

结束，然而，因论文的第三作者是一位院士而掀起了更

大的风波。检举人说院士参与了造假，而院士说是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挂名的，直至造假事件被揭发，才知

道造假论文上有自己的名字。调查结果显示，这位院

士确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在造假论文上的，

无缘无故地成了受害者［１］。虽然，事后这所名校也采

取了学术成果登记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学术腐

败事件再次发生；但是，高校的学术成果登记制度（要

求每位作者在成果登记时签名）毕竟也是事后的事，并

不能阻止有的作者出于顺利发表论文的需要，而署上有

学术名望的人的名字，不管他是否为该论文作出过贡

献，有的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上名字。有鉴于

此，对于长期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的编辑而言，能否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投稿作者的乱署名问题再次发生呢？

文献［２］规定：在封面或题名页上，或学术论文的
正文前署名的个人作者，只限于那些对于选定研究课

题和制订研究方案、直接参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

作并作出主要贡献，以及参加撰写论文并能对内容负

责的人，按其贡献大小排列名次。同时，《著作权法》第

１０条规定：一旦被确认“作者资格”，著者便具有发表
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使用权和获得报

酬权。国内期刊编辑部更注重的是文章保密、一稿两投

问题，而对作者署名的重视程度及把关力度则不够，但

恰恰是这一点才真正体现出对作者权利的保护［３］。

笔者以为，编辑部应采取措施，把好作者署名关。

在投稿过程中如果编辑部要求论文的前３位作者本人
签名确认，那么，就不会发生上述论文造假事件中院士

的知情与不知情之争，也能很好地解决作者在投稿过程

中的乱署名问题。之所以选取前３位，是为了尽量减少
作者投稿过程中的麻烦。至于作者签名的时间问题，可

以在投稿时叫作者签字确认，也可以在稿件回修过程中

再叫作者签字确认。总之，要在论文发表前让前３位作
者都有知情权。

２　项目来源的著录

　　很多论文是项目研究的成果，这些论文一般标注
由某某项目赞助。一方面，出于项目结题的需要，一般

来说，好多项目的成果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项目

结题时需提供一定数量的论文，出于结题的需要，作者

在发表论文时需著录由某某项目赞助；另一方面，有项

目著录的论文往往质量较高，因为项目申请有一套严

密的程序，在选题上往往有新颖独到之处，尤其是国家

级项目，申请时就非常不易，结题时需有高质量的论

文：因此，刊物出于保证论文质量，提升刊物水平的需

要，也往往喜欢有项目著录的论文投向本刊。然而，在

学术刊物上，在正文篇首页的地脚处常看到这样的著

录，如“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重点计划项目（项目编

号）”。把项目来源统统著录为“基金项目”不大确切。

由新闻出版署印发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

评价数据规范》中规定：“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

以‘基金项目：’或‘［基金项目］’作为标志，注明基金

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４］通常，

如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称为“基金项目”，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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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重点计划项目不称为“基金项目”。另外，如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５］、国家高技术
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６］、国际科技合作计划［７］等

项目通常情况下都不称为基金项目，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等项目才称

为“基金项目”；因此，在著录项目来源时，不妨统统标

为“项目来源：某某基金或某某计划”。

目前，在刊物评价体系中就有“基金论文比”这项

指标，如前所述，称为“项目论文比”也许更确切些。

项目论文比越高，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刊物的水平越高，

因此，项目著录是作者和编辑都愿意看到的事。然而，

就是这种作者和编辑两厢情愿的事，项目著录却出现

了如下２个问题：一是论文在研究方向上与标注的项目
不相关联或是勉强“有点联系”；二是论文作者并非所标

注的项目的主持人或项目组成员［８］———项目著录的真

实性受到了质疑。对此，编辑部如何应对项目论文的著

录不实问题呢？笔者以为，如果文稿上要著录是项目论

文的，必须是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或阶段性研究成

果，只是与该项目沾点边甚至一点边也不沾的，一律不

得著录是项目论文。如果要著录是项目论文的，需该项

目负责人签字确认。虽然这不能完全防范项目论文著

录不实的问题，但给项目论文著录设置了一道屏障，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此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

３　一稿多投问题

　　一稿多投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各期刊的稿约期
限内一稿多投，是作者投稿中的一种不规范行为，应予

避免。

３１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防止一稿多投的长效机制　
建立防止一稿多投的长效机制，要增强法律意识，完善

法律法规。增强作者和编辑的法律意识是学术期刊防

范一稿多投的前提条件［９］。首先，应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来认识“一稿多投”问题，“无论是编者、作者、读者对一

稿多投的行为，都要提高到法律的高度来认识，自觉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办事，规范投稿、用稿的行为，形成良好

的风气，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１０］。其次，目

前对于一稿多投问题，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３２条规
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

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

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

除外。”［１１］《著作权法》虽然规定了在约定的期限内作者

不得一稿多投，但是，对作者投稿后的权利、义务及应负

的法律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应进一步完

善法律法规，对投稿后作者对稿件的知情权、修改权等

权利、在稿约期限内作者应履行的义务及违反法律规定

后应负的法律责任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让作者、编者

都有法可依。

目前在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不妨先形成统一

的行规。虽然各编辑部对一稿多投都有一定的惩治措

施，如禁止以后向本刊投稿或一定期限内禁止向本刊

投稿，在报刊上曝光，扣发稿费，通知作者单位等，或严

或松，但没能形成统一的行规。笔者以为，如果形成

“一稿多投者，２年之内禁止向本刊投稿”的行规，恐怕
对一稿多投者更具警示作用。有人如果到处一稿多

投，最后就有面临被全面封杀的可能。

３２　提高刊物质量和服务，建立防范一稿多投的保障
机制　除了从作者方面控制一稿多投，编辑部也可以
通过改善刊物质量和服务以博取作者的“忠心”［１２］，建

立防范一稿多投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提高刊物质量，

刊物水平高，影响好，一旦录用后，作者都不会再三心

二意，还把稿件投向他刊物；另一方面，加快审稿流程，

缩短出版时滞。目前，“出版时滞过长是造成‘一稿多

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通过编辑的努力可以有效

加快审稿进程，缩短出版时滞，有效防止一稿多

投”［１３］。首先，在期刊出版容量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缩

短出版时滞是有困难的。作为编辑，可以努力加快审

稿进程，把稿件的采用与否及时通知作者。这里，《编

辑学报》的做法很值得我们期刊界学习。作为编辑界

一流的刊物，它的来稿量是很大的，然而，《编辑学报》

在稿约里却承诺：６０天内未接到录用通知，作者可自
行处理［１４］。可见，《编辑学报》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提高效率，加快审稿进程，可以有效减少一稿多投。另

外，对有特殊要求加快论文刊出的，可适当予以照顾或

按有关规定收取一定的加快费。其次，编辑部可根据

稿件逐年增多的情况，增加人力物力，及时调整刊期，

缩短出版时滞，以有效减少一稿多投的发生。

３３　投稿时承诺签字，建立一稿多投的预防机制　目
前有关禁止一稿多投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备，加快审稿

进程，缩短出版时滞也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防范一稿

多投行为的发生，重在防患于未然。“要根据我国现

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完善契约式投稿机制。收稿

后，编辑部要与作者就不得‘一稿多投’等相关事宜达

成共识，并尽可能进行书面约定，在作者与期刊方之间

形成一种建立于法律约束意义上的承诺与互信。”［１５］

在投稿时让作者（第一作者）承诺在稿约期限内不一

稿多投，并签字确认，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笔者

所在的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就在投稿时让作者

承诺不一稿多投并签名，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使一

稿多投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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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投稿签名表的设置

　　以上讨论了作者投稿中存在的作者署名、项目来
源的标注、一稿多投等问题，提出了前３位作者签名、
项目负责人签名及防止一稿多投的第一作者签名的措

施，这３项签名可用一张表格来描述，这可称为投稿签
名表。其内容大致如下：

投稿签名表

　论文第一作者签名： 电话：

　论文第二作者签名： 电话：

　论文第三作者签名： 电话：

　本文是 项目的主要

成果或阶段性成果。　　项目负责人签名：

　作者承诺在本刊稿约期限内（如自投稿之日起２个月内）

不一稿多投，否则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禁止２年内向本刊

投稿！　　　　　　　　　第一作者签名：

笔者所在的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针对本校研

究生实施了投稿签名。半年多来，收到了一定效果：扩

大了前３位作者的知情权，减少了项目来源的乱标注
问题，同时，有效减少了研究生投稿中的一稿多投现

象。笔者以为，此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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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２６２８

［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Ｓ］∥新闻出版（版权）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汇编．北京：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
２００７：４９９

［１２］魏中青，赵瑞．遏制科技期刊一稿多投需多方努力［Ｊ］．
出版参考，２００９（７）：２７

［１３］郭婕．从出版时滞分析“一稿多投”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
策［Ｊ］．武警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７４７７

［１４］征稿简则［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３）：封四
［１５］贺富荣．论文“一稿多投”现象的原因与对策［Ｊ］．编辑之

友，２００９（７）：８１
（２００９０９０９收稿；２００９１１０２修回

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

）

新中国６０年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获奖名单

　　本刊讯　 由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

所２００９年举办的“新中国６０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和期

刊人”评选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揭晓。获奖的６０

种科技期刊名单如下：

奥秘；Ｃｅｌ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人民军医；大众医学；工业建

筑；工程塑料应用；中华外科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中华

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医杂志；中国农业科学；中国有

色金属学报；中国机械工程；中国物理快报（英文版）；

中国科学；中国药学杂志；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中

草药；分析化学；少年科学画报；水利学报；北京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生态学报；生理学报；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子技术应用；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农村百事通；地质学报（英文版）；

地球物理学报；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机械

工程学报；自动化学报；作物学报；兵器知识；园艺学

报；材料保护；汽车与驾驶维修；林业科学；物理学报；

环境科学；现代化工；知识就是力量；金属学报；科学；

科学画报；科学通报；家庭医生；海洋与湖沼；特种铸造

及有色合金；航空知识；舰船知识；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四军医大学学报；植

物学报（英文版）；数学学报（英文版）；煤炭学报。

（包　涛）

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