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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并列第一作者发文情况调查与分析

吴祝华　葛华忠　周贤军　徐　莲
（《林业科技开发》编辑部，２１００３７，南京）

摘　要　通过对期刊数据库并列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检索，以
及与外文期刊相应作者形式发表论文的对比，对我国并列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的情况进行了调研。认为“并列第一作者”是作

者的合法权益，随着科研合作的深入，应该接受并提高其发表

比例。文中提出了编辑与编辑部正确处理该类论文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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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指对作品享有署名权的人。在期刊论文

中，作者有几种常见类型，即：第一作者，第二及其后的

作者，通信作者，并列第一作者等。其中并列第一作者

并不常见，在我国期刊中，通常在作者简介处说明“×
××为并列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或“×××和

×××对本文贡献相同（对本文贡献相等）”。而在外
文期刊中，在作者栏以“”或数字上标标注，在作者简

介栏标注“ｔｈ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说明对于该文，此２位或多位作者的贡献相当
（本文视之为与中文期刊“并列第一作者”的同样

形式）。

以这一作者类型发表文章，国外期刊并不鲜见，

１８２３年在《柳叶刀》［１］中就有出现，其后多种期刊都有
这种作者类型，而我国期刊从２００５年才开始有并列第
一作者形式，此后时有沿用。一直以来，对并列第一作

者这种相对特殊的作者形式关注较少。笔者通过对国

内主要期刊数据库和国外期刊数据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的
检索，分析我国并列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情况，并与外文

期刊进行对比，剖析该作者类型的学术论文刊发情况。

１　现状调查

１１　方法　中文期刊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
资讯）进行检索，在检索项的“作者简介”处输入检索词

“并列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或“贡献相等”或

“贡献相同”对检索结果进行逐条统计分析。外文期刊

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检索，在“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ｅａｒｃｈ”的
“ａｌｌｆｉｅｌｄ”检索项中输入“ｔｈ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
ｌｙｔｏｔｈｅｓｅｗｏｒｋ”，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１２　结果

１）起步较晚，总体发文比例呈上升趋势。我国期
刊首先以并列第一作者形式刊发论文是在２００５年《农
业生物技术学报》《实验生物学报》《微生物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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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几种期刊上，至今计 １９９篇（截止检索日期
２００９０４），占刊发总论文数的１．６５／万。由分析４年
来以并列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情况可知，２００５年以
来，以并列第一作者刊发论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

是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增加显著，但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增加不
显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又有显著增加。

由分析“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２０
年来并列第一（贡献相同）作者刊发论文情况可见，数

量变化基本呈“平稳—缓慢增加—显著增加”的态势。

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逐年递增趋势显著，２００３年
在１９９９年的基础上增加１倍，２００８年较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几乎又增加１倍。说明在科研领域合作日益重要，合
作的实现也日益增多。

对比我国期刊与国外期刊，以并列第一作者刊发

文章我国起步比国外期刊晚１８２年。在其他作者类型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该作者形式直至４年前才被
小范围应用。说明这种做法被认可程度不高。

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国外期刊的并列第一作者论文占
总刊发论文的比例为０．２％，是我国的１２１倍。这说
明我国以这种形式刊发论文的比例还比较小。

２）发文期刊情况。从期刊分布来看，我国以并列
第一作者发表的１９９篇论文，分布于１０１种期刊中，占
期刊总数６５９２种的１．５３％。最高比例刊发该形式
论文的期刊是《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占该时段该

刊刊发文章９７３篇的０．６２％；较多的是《生物化学与
生物物理进展》，占该时段该刊刊发文章总数的

０６１％，《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占该时段刊发文章总
数的０５１％。这一比例略高于国外期刊以该形式刊
发论文的平均水平，但比起国外高比例以“ｔｈｅｓｅａｕ
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ｅｓｅｗｏｒｋ”发表论文的期
刊，如《Ｓｃｉｅｎｃｅ》为３３．３％，这一比例显得太低。

从学科分布来看，我国主要集中在生物医学类期

刊，占９４．９％。其中医学类期刊占４４％，农学类期刊
占１５．２％ 。国外主要刊发期刊１００％为生物医学类。
反映出这些学科在科研上的合作程度更高。

３）标注及注明格式不统一。我国期刊在“并列第
一作者”的标注和说明上格式极不统一。除了“并列第

一作者”（占 ４７．８％）外，还有“共同第一作者”（占
３９２％）、“××和××对本文贡献相同”（占１０．０％）、
“××和××对本文贡献相等”（占３．０％）等注明形式。
５０８％的期刊在作者栏没有以上标标出，４５．７％的期刊
在作者简介处没有介绍并列第一作者，仅注明“××为
并列第一作者”。１４．７％的论文既无上标标明，也无作
者简介内容，仅注明“××与××为并列第一作者”。表
明“并列者”其重要性明显不如第一作者。

注明词内涵不清，功利性强。第一作者本身被各

种评定赋予了功利性，“并列第一作者”与“共同第一

作者”强调的是“第一作者”，有利用“第一作者”的功

能性之嫌。而对其对论文的贡献大小从此处无法看

出，和外文期刊直接说明“贡献相当”的注明相比，这

种注明格式含糊不清。我国期刊中仅有１３％的论文
说明“并列第一作者”对论文的贡献相同。此外，还有

５．３％通信作者同时也为并列第一作者。

２　原因分析

　　１）作者、编辑以及期刊社高层在观念上还没有普遍
接受。多数作者对该种作者形式不了解，通常合作的作

者可能选择分割作品，分别发表各自以第一作者署名的

文章。而编辑和期刊编辑部领导往往认为难以辨别合

作的真伪，为预防发表文章的功利目的拒绝以该形式发

表。通过对几个编辑部的调查，多数编辑认为这种作者

形式是为“职称稿”“学位稿”打开方便之门。

２）科技论文的功利作用影响期刊对这种作者形
式的接受。我国学术论文发表的功利作用明显，体现

在不少论文是职称稿，是研究生毕业的过关稿，以及课

题结题验收稿，考核、考评过关稿等［３］。各种考核、考

查、验收都规定只有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才算数，因

此，如果“并列第一作者”和第一作者论文一样有效，

就可能滋生出挂名人，或者对研究贡献不大的也充当

贡献相当人，成为并列第一作者。

３）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
引起期刊界的日益重视，抵御这类行为也是期刊的重

要职责［２３］。由于编辑不可能对论文实验了解很清

楚，难以判断集体作者中各自贡献的大小。如果没有

科学严格的审查系统，“并列第一作者”容易成为学术

不端的载体。为了避免被学术不端者利用，大多数期

刊社没有采用这一作者形式。

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
作权法》）的署名权理解不够。《著作权法》第１３条写
道：“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

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合

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

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

整体的著作权。”［４］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在作品上

署名应具备３个条件：本人直接参与该作品的创作；本
人直接参加该课题研究或试验，对该课题作出重要贡

献；本人对该作品负直接责任。一项研究成果发表时，

正常的做法应该是谁的贡献大谁排在第一，二者贡献

相当就可以并列第一；因此，作者有权以“并列第一作

者”发表论文。但大多数作者没有这种意识，往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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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论文发表，这其实影响了我国期刊论文的质量。

５）“并列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这种说明
方式内涵不清，没有强调贡献的相同。由于这种说明

方式强调“第一作者”，似有与第一作者争功之嫌，容

易引起作者以及相关人士误解。

３　建议

　　１）“并列第一作者”形式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和
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科研合作的体现，应该更广泛地采

用。如前所述，从《著作权法》来看，合作作者可共同

享有作品著作权［５］；因此，对作品作出同样贡献的作

者是可以同时享有该论文的著作权的，而实现方式就

是以“并列第一作者”方式发表论文。

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了大科学时代，科研

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更大提高。有效的科研合作

是提升知识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６］，科研成果的数量

和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合作的成效。科学

论文是科研合作成果的重要物化形式之一，是科研合

作的一种体现。在合作中贡献难分高下的现象是屡见

不鲜的，这些作者对作品均享有署名权。

如果作者们难以同时享有一篇论文的著作权，而

分割论文发表，势必降低论文质量；因此，尊重作者的

这一权利，对期刊而言也是提高论文质量的途径。

２）建立严谨科学的审理系统。由于我国论文发
表的功利性影响以及担心被学术不端者利用，加之

“对同一论文贡献相当”的事实本身难以辨别，建立严

谨科学的审稿机制尤为必要。对该类稿件，在送审之

前建议作者补充并列作者的工作分工，以便审稿人审

理。审稿人存疑问时甚至可以对并列作者通过电话进

行答辩考查，以确定其参与工作的真实性。

３）提高编辑学术素质，培养鉴别能力。如何既维
护作者合法权益，又不会使“并列作者”发表论文变成

少数功利行为，使得“并列第一作者”成为学术不端者

的方便快车，是对各编辑部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一味抵

制或不刊发是不适宜的。编辑应该对稿件所隶属的研

究方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学术上应有所专长，在对

文稿的评价上要具有一定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领域

的发言权［７］。

对论文工作量、实验流程及难度都有一定掌握，做

到心中有数。再结合审稿人的意见，基本可以决定是

否“并列”的事实；因此，编辑学者化是学术期刊尤其

是高影响因子学术期刊所需要。

４）规范格式。由于并列作者与普通第一作者有
异，笔者认为作者栏用上标标明，以示区别是必要的；

其次，既然并列作者享有同等著作权，在作者简介处介

绍的内容应该与普通第一作者相同；此外，“并列作

者”的基础是对论文的贡献相当，但“并列第一作者”

的概念对此毫无注解，其内涵不够清晰：建议期刊编辑

部沿用国外格式，说明“对该论文的贡献相当”，比直

接标明“并列第一”更为客观、清楚。

同样是对劳动的尊重，多位并列第一作者也是可

行的。目前，我国期刊有２篇３位并列第一作者。“并
列第二作者”“并列第三作者”也是可行并且值得提倡

的。《Ｓｃｉｅｎｃｅ》就既有４位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
也有并列第二、第三等作者。这充分反映了对作者劳

动的尊重与治学的严谨性。

５）处理好与通信作者的关系。多数期刊对通信
作者署名作过准确界定，相对第一作者而言，通信作者

具有更高的学术地位和专业水平，该项科研上作为第

一作者的指导老师或重要辅导专家的身份为其提供帮

助。对一篇科技论文来说，通信作者与第一作者所作

的贡献是并列的，均为该文章最重要的作者；因此，通

信作者不宜作为并列第一作者。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郑琰邁副编

审曾审阅过此文，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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