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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界应努力改善版面费的形象

陶　　范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４，武汉）

摘　要　受公众认同、作者误解、乱收费的影响，版面费的形象
有待改善。改善形象应从宣传论证、规则制订、编辑自律、加大

投入和经营力度等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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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版面费的非议之声不绝于耳，直斥版

面费冲击学术标准、制造学术泡沫、挫伤作者热情、催

生学术腐败［１３］，有的甚至上升到了违法犯罪［４］、影响

安定团结和稳定［５］的高度。虽是片面之词，但也说明

版面费的形象是负面的；然而，版面费的收取已成趋

势，难以逆转也不应逆转。既然如此，就应该努力改善

版面费的形象，使作者没有怨言，编辑没有压力，期刊

得到经费，学术得以发展。

１　版面费形象欠佳的原因

１．１　公众认同问题　版面收费是一种期刊出版惯例，
它既是期刊市场化、缓解经费压力的需要，也是 ＯＡ出
版亮相前的热身；然而，大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仍然

用老眼光看问题，认为科技期刊乃学术公器，既是公器

怎么还要收费，作者贡献了论文，不仅没有报酬，反而

要交版面费，如此，对收取版面费也就“不敢苟同”，版

面费的形象因此而先天不足。

１．２　作者误解问题　一是将极少数期刊的乱收费等
同于所有的期刊，将极少数亵渎科学研究纯洁的行为

泛化为普遍行为，大多数合理适当的收费蒙受了不白

之冤。二是报纸和网络媒体一些不客观的报道和评

论，导致公众对版面费的误解。三是用推论的方法而

不是实证的方法，想当然地认为版面费必然会冲击学

术标准，降低刊物质量，导致学术腐败。其实版面费并

不必然导致论文质量下降和学术腐败，真正需要负责

的是学术评价制度的不科学［６］。四是科技期刊的任

务就是传播和交流学术成果，不必追求经济效益。这

是一种认识误区，必将妨碍期刊的市场化进程，期刊生

存之道并不能仅仅依靠拨款，应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前

提下，依靠学术引导开展多种经营［７］。

１．３　乱收费问题　一是极少数期刊基本上见稿即收，
尤其是一些增刊的收费，严重冲击选稿标准，致使人们

以为科技期刊已然堕落，交钱即可发表论文，影响了版

面费的形象；二是收取的高额版面费，远远超出一般作

者的承受能力，这种高额收费纯粹是福利创收，歪曲了

版面费收取的初衷，极大地损害了版面费的声誉。乱

收费最为人所诟病，累积到一定程度则会群情激愤，版

面费引发的质疑和声讨，大多数情况下是种因于此。

２　改善版面费形象的若干措施

２．１　加强论证力度，改进宣传方式　据调查［８］，对版

面费表示理解者占９７．１％，只有２．９％的人认为不该
收取。尽管如此，公众认同还有待进一步的强化：一是

还有极少部分人并不认同，人数虽少，但在网络发言的

影响力不可低估；二是这些认同是心甘情愿的认同，还

是无可奈何的认同，在强势的期刊面前，作者不认同行

吗？三是多数作者对核心期刊认同，对一般期刊不认

同，盖两者的声誉相差巨大；四是投稿的作者认同，不

投稿的其他公众不认同，版面费并不仅仅是作者和学

界的事，它应经得起公众的评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

宣传和规范收费，强化公众的认同。

目前，在网络上，对版面费有围剿之势，一些论者

拿住极端个案，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宣泄对版面费的

不满，强加给版面费许多罪名，这些网文以反腐败的名

义，赢得了不少人的喝彩。我们只在受众面不宽的专

业期刊上论证版面费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网络上却

没有相应的针对性解释和批驳，任凭这些文章在网上

流传，败坏了版面费的声誉。所以我们应重视媒体尤

其是网络的强大影响力，占据报纸和网络阵地，加强正

面论证，展开宣传攻势，争得话语主动权，化解公众的

误解，还版面费以本来面目。

２．２　制订管理规则，规范费用收取　期刊管理部门应
在调查的基础上制订版面费收取和使用规范，进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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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该规范既是强制性的，又具有一定的弹性，以

使各期刊根据自身情况，制订透明的收费政策和合理

的收费标准［８］。同时，附加惩处规则，加强惩处力度：

对于随意贩卖版面、在学界毫无影响力的期刊应予严

惩；对增刊则严格审批和监督，以免其乱收费损害版面

费的声誉。论文代理商的行为严重败坏版面费的形

象，应该坚决禁止。

有人担忧以规范性的政策和标准治理版面费，容易

导致管理部门的设权寻租行为，版面费问题不能一味依

赖公权，应由学术界自行解决［９］。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但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尚未改变，依赖管理机构

制订规范，不失为权宜之计。科技期刊界本是利益共同

体，需要同心协力维护版面费形象，但期刊界的协作和

互律远远不足，极少数期刊为了一己之利，版面费的收

取缺乏克制，损害了版面费的声誉，如果没有统一的规

范，你在这里维护，他在那里破坏，版面费的形象将很难

改善。版面费基本上是一个买方市场，求大于供，依靠

市场来调节并不现实，制订统一的规范就是必然之举。

２．３　加强编辑自律，遵循收取原则　强化编辑自律是
改善版面费形象的重要途径。倘若收费主体能够自

律，遵循收取原则，杜绝违规收取，就能化解作者的误

解。科技期刊应秉持学术公器的定位，在收费问题上

保持克制的态度，兼顾编辑部与作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同时，要建立和依靠行业自律机制，发挥行业组织的作

用，以行业自律，提高成员的自律能力，促进版面费的

有序收取，维护科技期刊的形象［１０］。

统一的收费规范尚未出台，期刊应遵循一定的收

取原则［７８，１０１２］。

１）学术性原则。坚持学术性标准，改变版面费收
取认钱不认文的形象。

２）适当性原则。高额版面费会给人以“创收”之
感，版面费的声誉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３）减免原则。对无力支付版面费者，予以减免，
树立起版面费的良好形象。

４）付稿酬原则。稿费和发表费的性质不同，应按
规定支付稿费，否则会影响形象。

５）专款专用原则。版面费旨在弥补办刊经费的
不足，倘若挪作他用，难免会招人非议，如果版面费的

去向明确合理，就能消除这些人的误解。

６）透明化原则。收费前广而告之，收费后有使用
明细表，信息透明有利于作者确定投稿目标，也便于加

强监督，消除福利创收的误解。

２．４　加大期刊投入，开展多种经营　加大经费投入，
提高编辑待遇，如此，才能少收或不收版面费，改善版

面费的形象。设立公益性科技期刊出版基金，扶持一

部分科技期刊，接受无科研经费的学术成果出版资助

的申请；完善行业和单位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确保专

业技术人员的论文发表经费［１０］。有了经费保障，就能

为许多优秀论文提供出版机会，同时也降低作者对版

面费的抱怨。期刊本身则需要由编辑型向经营型转

变，搞活经营机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多方拓展渠

道，开展多元化经营，向市场、向读者要效益［１３］。如此

则能缓解经费压力，改变过于依赖版面费的局面，减轻

版面费的负担，从而改善版面费的形象。

２．５　推动评价机制改革，减轻版面费的压力　科技期
刊界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力鼓吹、推动学术评价

机制的改革，改革职称评审制度和关于研究生发表论

文的规定，弱化科研评价的数量意义，使科技期刊不再

成为职称评审和学生毕业的工具［１４］，从而有效减少论

文发表的需求，减轻版面费的被责压力，客观上也就改

善了版面费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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