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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稿多投与科技期刊自身建设的思考

陈　　翔
广东药学院学报编辑部，５１０００６，广州

摘　要　从一稿多投的产生根源反思科技期刊编辑部自身的
工作。认为应从加强自身建设的角度来预防和杜绝一稿多投，

如改进和完善编辑出版各个环节，增强编辑的法律意识，提升

编辑的服务意识，促进编辑部间的良性竞争，加强对读者与作

者科学道德的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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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科技期刊工作者认为故意一稿多投和

重复发表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学术界的不良之风，理当

受到期刊和读者的指责和给予相应的处罚［１］。一稿

多投的诱发因素有多方面，除了作者不恪守科学道德

之外，与编辑部或责任编辑的工作不到位也有很大关

联，例如，审稿周期太长，没有及时告知作者论文是否

录用，没有与作者签订合同约定等。编辑工作不到位，

给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能。无法遏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的一稿多投不得不让许多期刊编辑工作者重新审视自

身的工作，进行深刻反省，并从自身的角度提出了许多

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不良现象。

１　改进期刊编辑出版各个环节的工作

　　一稿多投的产生根源折射出期刊编辑的整个运作
环节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漏洞，如何弥补不足和堵塞

漏洞，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可行的主张。例如：张永

生［２］提出遵照合同法，完善出版合同制度；黎贞崇

等［３］提出与作者签订发表协议，加强编辑部奖罚制度

建设；刘吉元［４］提出建立编辑与作者三次通信的模

式，即及时邮寄回执、尽快退修稿件、尽早寄发录用通

知等；陈静［５］提出定期刊登稿约，收取审理费及版面

费，签订出版合同或承诺书，建立作者参校制度；林清

华等［６］提出理顺工作程序，加快编辑流程，缩短发表

周期；冷怀明等［７］提出建立在稿件送同行专家评审前

进行查重和在稿件刊登前再查重的机制；等等。这些

防范措施几乎涉及到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只要一部分期刊先行动起来，必将影响并带动更多

的期刊。如果这种从个体开始进行的改革可以引起期

刊界的足够重视，并最终可以达成共识而推广应用，就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一稿多投发育的温床和生存的

土壤。

２　增强期刊编辑的法律意识

　　我国《著作权法》第３２条规定：“著作权人向报
社、杂志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

杂志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

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是事实上，学

术期刊真正做到３０日内回复作者的少之又少；因此，
大部分期刊是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条款来

约定作者的投稿行为，一般是期刊单方面在稿约中约

定一个时间（大部分是两三个月）。文献［８］指出：按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一稿多投不违法，有存在的

合法性；仅有“稿约”要约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期刊

编辑部只有与作者签订书面的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或版

权转让合同，才可以获得论文的专有出版权，在英美法

系国家的期刊也是如此。

一稿多投给某些一贯高高在上、我行我素的编辑

敲响了警钟：如果期刊编辑部没有与作者签订书面的

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或版权转让合同，一旦发生一稿多

用的情况，期刊社往往只能吃哑巴亏，而无法追究作者

的法律责任。一稿多投而导致的一稿多用，引发了科

技期刊的自我保护意识，督使期刊编辑开始认真学习

并贯彻执行《著作权法》。例如：有些期刊开始与作者

签订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有些期刊加快稿件审理速度，

尽量争取在《著作权法》规定的３０天内给作者录用与
否的通知；有些期刊要求作者一定要提供单位开具的

推荐信，推荐信中应包括无一稿多投的声明，要求第三

方即作者单位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责任；等等。这些都

与期刊编辑的法律意识增强有关，若各期刊都如此做，

定能从根本上遏制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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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提升期刊编辑为作者服务的意识

　　近些年来科研成果及其产生的论文剧增，致使科
技期刊的版面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种供不应求

的状况造成了不少编辑存在作者有求于己的心理，在

工作上表现为不负责、不尽职，以工作担子重、人员不

足为由，在收到稿件后不给作者收稿回执，不告知作者

稿件审理的进度，作者询问稿件审理情况时不耐心解

释，等等。

以上种种情况，无疑会令一部分作者将稿件转投

他刊，从而造成一稿多投。待编辑发现一稿多用再向

作者兴师问罪，却已为时太晚；因此，期刊编辑必须端

正工作态度，树立为作者服务的理念，为作者提供细

致、周到的服务，不断增强作者对期刊编辑部的信任

感，从而避免因服务不到位而导致一稿多投。

４　促进期刊编辑部间的良性竞争

　　当前，各期刊对优秀稿件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科技
期刊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出

版周期短、载文量大、发表速度快的期刊更易受到作者

的青睐，一些期刊更是以缩短论文发表周期作为吸引

时效性较强的优秀论文的方法。

一稿多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一稿多用。哪家期刊

最先处理完稿件，哪家期刊就会赢得发表作者论文的

权利，而另外的期刊，不是白白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最后

落得无奈撤稿，就是步人后尘重复发表之后还要采取

刊登撤稿声明等补救措施，造成被动局面。一稿多投

无形中也促使各期刊编辑部想方设法加快审稿速度，

提高编辑效率，缩短论文出版周期，以争取优秀稿件并

得到优先发表权［９］。换个角度来讲，一稿多投对期刊

编辑部提出了挑战，各期刊编辑部只有积极主动应对

挑战，将压力转化为动力，适时地对编辑部的各项工作

进行改革与调整，提升编辑部的竞争力，从效率方面争

取不给作者一稿多投的机会。

５　增强期刊编辑的查重把关意识

　　一篇论文多次投稿因种种原因最终大多能得以发
表，期刊编辑的学术把关意识淡薄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因素。据冷怀明等［７］报道，《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编辑

部对拟送专家评审的１８５０篇稿件进行查重，结果发
现有近３０篇稿件属重复发表或有抄袭嫌疑，对经“三
审”待发表的１１００余篇稿件进行查重，发现３６篇稿
件的内容与已发表的论文重复或主要结果、结论重复。

这说明虽然科技论文在送专家审稿时已要求专家对论

文的创新性进行评审，但由于部分专家只是根据自身

所掌握的现有知识进行审稿，没有利用网络数据库进

行最新的文献检索，可能存在无法发现一稿多用的情

况；再者，多数科技期刊的论文经过“三审”定稿到论

文付印会有一个时间段，某些属一稿多投的论文就恰

恰在此时间段得以在其他期刊上刊登：因此，期刊编辑

应重视利用网络全文数据库对来稿进行主动检索查

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稿多投所致的一稿多用。

６　加强对读者与作者的科学道德教育

　　近年来，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偏重于某些计量
指标，而对于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的审查却显乏力，加

上相关的法律制约滞后，致使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行

为有趋于严重之势，一稿多投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因

此，在加强学术界立法打击不正之风的同时，还需要社

会各方面行动起来教育作者，使之自觉接受法律和道

德的约束，从而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风气。这不仅是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事情，期刊编辑部也负有一定

的责任［１０］。各科技期刊可以充分利用自有的宣传平

台，经常性地刊登有关一稿多投不良影响的报道，明确

表明反对一稿多投的立场，多方引导作者正确投稿。

如果各期刊编辑部都统一行动起来，这些持之以恒和

无处不在的宣传和教育，将有助于加深读者与作者对

一稿多投行为负面影响的认识，有助于约束投稿者自

觉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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