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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期刊论文署名不当问题的思考

散　飞　雪
中国地质大学期刊社《地球科学》编辑部，４３００７４，武汉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论文存在的署名问题日益显
著。结合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经验并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主要

内容，以科技期刊著作权保护认识与实践问题为切入点，探讨

科技期刊论文署名不当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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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技期刊多作者论文现象非常普遍，论文按

篇均作者署名数呈现增长的趋势。２００７年《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ａｔｃｈ》曾报道汤森路透收录论文的篇均作者数为
３８，２０１１年已接近４．５［１］。笔者调研了《地球科学》
近年２７期刊出的论文，通过统计作者数发现：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个人作者论文篇数分别占当年总
篇数的４．８％、１．１％、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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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者论文篇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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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正确性、可靠性或重要性等。

３）当将引文内容如观点、论断或理论、方法、结
果、结论等作为质疑、商榷或反驳的对象，论文是否以

新的更加充分的论据和更加严密、合理的论证过程，指

出或证明其存在的谬误，对其进行了适当的修正，或得

出不同的观点、结果及结论。

３　结论

　　由于参考文献引证目的、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和
专业性，不仅要求著录格式规范，更要注重文献引文内

容和引证效用及其与论文学术质量的内在关联性，并

以引文为参照更好地把握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学

术意义或实用价值，从而对论文的学术质量做出更客

观的评价；同时，通过对参考文献引用的引文内容的鉴

审，可以保证基于引文计量分析的学术评价的客观性、

真实性和有效性。全面而完整意义上的参考文献引用

质量鉴审应包括引用格式、引文内容和引证作用３个要
素。编辑和同行专家审稿时要特别注意对文献引用质

量的鉴审，并在审稿说明或审稿要求中提示鉴审要点。

４　参考文献

［１］　朱大明．参考文献的主要作用与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评审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４，１６（２）：９１
［２］　陈浩元．著录文献的规则及注意事项［Ｊ］．编辑学报，

２００５，１７（６）：４１３
［３］　段明莲，陈浩元．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指南［Ｍ］．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　郭玲，陈燕．参考文献著录中的学术道德缺失现象及其防

范［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１）：８
［５］　黄政，郝希春，汪峰．编辑应重视对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

审核［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４）：３１０
［６］　陈浩元，颜帅，郑进保，等．关于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若干问

题的释疑［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２）：１０９
［７］　朱大明．科技期刊论文引用图、表的规范标注［Ｊ］．中国

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３，２４（４）：８０１
［８］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Ｓ］．北京：中

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　齐燕．引用语义化相关问题初探［Ｊ］．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３，３６（８）：１５
［１０］陈丹，刘应竹．基于引文的参考文献评价功能的实现及其

正确途径［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４，２６（２）：１０７
［１１］朱大明．应注重参考文献引用的学术论证功能［Ｊ］．科技

与出版，２００８（１２）：４３
［１２］朱大明．“参考文献”与“引文”概念辨析［Ｊ］．编辑之友，

２０１３（１１）：８１
［１３］朱大明．略论引文的表述模式及注意事项［Ｊ］．中国科技

期刊研究，２０１１，２２（３）：４３０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收稿；２０１５０１１５修回）

６３３



　第４期 散飞雪：关于科技期刊论文署名不当问题的思考

比例逐年减小；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多作者论文占近几年总
篇数的９８．３％，３位及３位以上作者论文篇数占近几
年总篇数的９１．２％，４位及４位以上作者论文篇数占
近几年总篇数的８０％；一篇论文最多的署名人数竟达
１０人，多作者合作的论文篇数比例有不断增加的趋
势。目前多作者论文篇数比例过大以及篇均作者数过

多，似不太正常，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更突出了研究

署名不当问题的必要性。

文献［２］指出，在论文上署名的个人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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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笔者主要讨论作者署名顺序、署名人数增

减、单位署名等方面的问题。

１　作者署名顺序问题

　　任何人都应严格维护作者的署名权，不得为了某
种个人目的而任意颠倒署名的顺序；但是在多作者合

作的论文中，作者署名的顺序偶尔会被某一或某些作

者提出要做改动。

曾经有一篇待发表论文第一作者的导师向笔者提

出，其实论文的第一作者是他自己，所以要求将他改为

第一作者。理由是由于研究生毕业需要发表论文，所

以投稿时将自己的学生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而目前

学生已经毕业，经他慎重考虑，决定调整作者署名的顺

序。这时笔者联系不到原来的第一作者，建议该导师

与其学生协商。对于这种署名有争议的论文，只好暂

时不予发表。

笔者建议将一篇论文产生的过程划分为 ｎ个阶
段，假设有 ｍ位作者参与，每个阶段在整个论文产生
过程中所占的权重为ａｉ（ａ１＋ａ２＋… ＋ａｉ＋ａｎ＝１），采
用作者互评和他人评价打分的方式，给出每个阶段中

第ｊ位作者（１≤ｊ≤ｍ，ｊ取整数）的具体参与情况和完
成程度在该阶段中所占的权重，并取其平均值 ｂｉｊ，即
可计算出该作者的贡献大小ｃｊ。

ｃｊ＝ａｉ×ｂｉｊ。 （１）
采用式（１）的方法来衡量署名作者贡献大小虽然

不能绝对避免在评估贡献大小时的主观性，但是不失

为可以尝试的一种方法。在实际操作时，编辑应要求

署名的每位作者说明自己在论文完成的整个过程（包

括课题设计、实验操作、资料整理、统计分析、论文写

作、修稿定稿等）中所做的贡献，并且要强调文责

自负［３］。

２　署名人数增减问题

　　不少期刊都会遇到行使署名权不当、随意增减署

名者的情况。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并没有参与相关科

研工作和论文撰写，不符合上述署名条件，却在论文上

署名（这里姑且称之为“冒名者”）。有些作者为了提

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扩大自己在本学科领域的影响，

或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如提职晋级等）［４］，企图借

助名人的影响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快更好地发表，他们

会在稿件被录用后把与稿件毫无关系的一些名家增补

为本文作者（也是“冒名者”）。

笔者认为：“冒名者”若知情或主动要求署名，那

么这种行为就严重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属于《著作

权法》第４７条所禁止的侵权行为，即“没有参加创作、
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若“冒名者”

不知情或者系执笔者随意加上的署名，那么执笔者就

侵犯了“冒名者”的合法权益（名誉权）。这两者都是

我们编辑出版者所反对的，也是应当予以注意的。

署名不当还表现在删减对科研工作或论文撰写有

贡献的作者署名。我国《著作权法》第１０条赋予了作
者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对

科研工作和论文撰写有贡献的人，只要符合前述署名

条件，就应当认定为作者。不论何种原因，只要在论文

署名中删减了这些作者，这种行为属于没有尊重他们

的署名权，侵犯了被删减的署名作者的合法权益。

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论文的第二作者主动找到笔

者，表示他对论文的撰写和投稿完全不知情，第一作者

没有征求其同意，擅自将他的姓名列入其中，违背了他

的意愿。对于这种署名有争议的论文，可暂不予发表，

弄清问题后再行处理。

笔者建议，在收稿环节，要求作者必须提交所有作

者亲笔签名的版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所有作者提供所

在单位开具的证明。这样，不仅能尽可能地保证稿件

内容的真实性，而且能有效杜绝署名不当问题。

３　单位署名问题

　　《著作权法》第１６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
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

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

非法人单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又规定：

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

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

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

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

人单位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单位署名问题主要存在于职务作品中，主要包括

单位名称不正确、不使用标准单位名称、单位全称、单

位名称确定不客观、单位的排序不恰当等现象［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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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稿件的编辑加工过程中，曾有一位第一作者要

求更改其所在单位。其情况是：这篇论文向本刊投稿

时正是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单位理应是所在学校；但

是论文将发表时，他已经进入新的工作单位。为了未

来晋升的需要，他决定将原作者单位改为现在的工作

单位。这就涉及著作权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了：作者单

位的归属问题不仅涉及这篇文章到底归属作者在哪个

单位的劳动成果，更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是一个典

型的“一稿多投”的案例［５］。作者开始想将这篇论文

作为毕业的筹码，后来又想作为未来晋升的法宝，这显

然很不合理，也是我们应当谨慎对待和处理的。

关于单位署名，在收到稿件后，编辑应当要求所有

作者提供所在单位开具的证明，尤其是各作者的地址

不相同时，更应该如此。

首先，论文所属单位应该为主持该项科研项目的

单位。如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所属单位应为博士生就读

的学校，而不应是毕业后所去的工作单位；又如博士后

出站前或访问学者离校前写的论文，其所属单位应分

别为博士后就读的学校或访问学者访问的学校，而不

应是博士后的工作单位或访问学者的原工作单位。但

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联系，可在文章首页地脚注明作

者现在所在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其次，单位的排序要正确。多单位作者论文的单

位应按作者的顺序排序。若某作者同属于２个或２个
以上单位，应在其姓名的右上角同时标１、２、３等，说明
此作者同时属于这几个单位；同时，此论文报道的科研

工作是在哪个单位做的，哪个单位就应是第一单位，其

后按单位贡献大小排序。

４　结束语

　　科技论文署名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仅体现科研
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而且涉及著作权保护等法律法规，

应当引起期刊编辑的高度重视。

编辑应该严格执行有关的规范和要求［６］，其中最具

广泛影响力的制度是由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制定的

《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７］。还应当认真学习并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著作权法》的宣传，增强著作权保护

意识，抑制不正常的多作者署名［８］。对于数字化期刊，编

辑应该合理运用硬件加密、软件加密、数据加密等各种加

密技术，保护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９］，防止被非法复制和

盗版。期刊编辑部应在《征稿简则》或《作者须知》等文件

中写清有关条款，包括在收稿环节作者必须提交版权转

让协议，并且协议上必须有所有作者对署名和排序均无

异议的亲笔签名［１０］，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期刊中署名

不当的种种问题就可以圆满解决。

本文在成文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亨君教授和王淑华编审的热情帮助，以及武汉大学樊婧

博士在法律方面的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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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接地保护装置控制程序图》图题中的“图”字可删去吗？
　　答　最好删去。长期以来，《图×……图》的图题
结构已成惯例。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图题中的

“图”与图序中的“图”形成语义重复，删去它后图题显

得更简洁。例如：本文题名中图题宜改为《图７ 接地
保护装置控制程序》；《图３ 粒子追踪结果图》宜改为
《图３ 粒子追踪结果》；《Ｔｐ关系曲线图》宜改为《Ｔｐ
关系曲线》；等等。有时将“图”前的修饰语一起删去，

可使图题更简明清晰。例如：《图４ 喷油器测试系统
框图》宜改为《图４ 喷油器测试系统》；《图１ 官厅水
库采样点示意图》宜改为《图１ 官厅水库采样点》；等
等。此外，图题末的“直条图”“散点图”等均宜删去。

本文所谈的“规范”也可推广至表题，表题末的“表”字

宜删去。

（郝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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