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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用稿“潜规则”的危害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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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期刊在对稿件的取舍上存在着越来越多阻碍期
刊健康发展的潜规则。本文阐述期刊用稿潜规则的表现形式

及潜规则下作者的理性选择；分析了这些潜规则存在的原因及

其危害；提出了减少这些潜规则消极作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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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就是看不见、明文没有规定、约定成俗、

被广泛认同、实际起作用的规则。吴思［１］认为：潜规

则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

运行的规矩。潜规则是双方在利益互换过程中，以权

力最大者为中心，为双方利益最大化作出的资源重新

调整。潜规则具有存在普遍性、运行私下性、尺度模糊

性等特点［２］。

潜规则是社会制度不完善的必然产物，普遍存在

于各行各业中。我们之所以把期刊社的一些做法或规

定看成是潜规则，主要是因为这些做法和规定一般都

不是编辑部明文规定的，而是口头传达的，即使编辑部

有文字规定，一般也是不向社会公布的。这些规则的

执行，是以学术期刊的稿件决定权为中心，作者要为自

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作出的无奈选择。当然，这些潜规

则的存在既有期刊社的原因，也有作者自身的原因，本

文主要从期刊社的角度反思潜规则的形成及其消极作

用，并提出一些消除这些潜规则的对策。

１　用稿潜规则的表现形式

１１　“标签”潜规则　标签化，是指学术期刊对投稿
作者的身份、地位的要求。大多数学术期刊，尤其是核

心期刊，通常对稿件都有规定：一般副教授以下职称的

不用，博士以下学历的不用，作者单位名气不大的不

用。这一规定把硕士、助教、讲师，甚至博士研究生就

排除在外了。我们知道，现在研究生毕业、职称评定都

需要足够量的论文，所以，这些人要想发表论文只能走

“二般”的路子。

１２　“指标”潜规则　指标化，是指学术期刊对作者
稿件的基金项目和参考文献数量的要求。一般没有省

部级以上基金资助的不用，参考文献太少的不用。在

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体系中，文章的省部级基金资助

率、引用率、期刊的影响因子、引文数量都是各种核心

期刊评价的主要指标。影响因子与引文量有关，所以

一些期刊还明确“建议”多引用本刊发表的文章。

１３　“费用”潜规则　学术期刊征稿简则中通常
声明：来稿一经刊用，需按规定交纳发表费（或版

面费、审稿费），并酌致稿酬。也有期刊在征稿简则中

不直接指明是否收取版面费，而在作者向其投稿后再

告知需要交纳版面费。有人呼吁取消版面费［３］，

也有人建议保留版面费［４５］。从目前国情和学术期刊

社的运行机制来看，收取版面费更有利于期刊的正常

发展。这里之所以称之为潜规则，一方面是指一些期

刊收论文快速发表“加急费”，另一方面是指收费标准

缺乏统一、监管和公开。“酌致稿酬”中的“酌”字也大

有学问。著作权法明确规定报刊等采用他人稿件须支

付给作者稿酬。“酌致稿酬”既不违反规定，也没有说

明稿酬标准是什么，具体如何操作，只能按潜规则

来办。

１４　“权利”潜规则
１４１　知情权　期刊征稿简则中通常声明“稿件不
能一稿多投，若作者在投稿后３个月仍未接到用稿通
知，可自行处理”。潜台词就是投稿后你就等吧，等足

３个月，没有收到消息就是没有被录用。这显然是不
平等且缺乏基本人文关怀的做法。既然你可以要求作

者不能一稿多投，为什么你连个退稿意见都不能给作

者呢？更何况还有很多期刊投稿时就向作者收取了审

稿费呢。有些期刊社对退稿也会通知一下，通常是

“感谢您对本刊的大力支持，但文章内容不符合本刊

要求，请另投他刊”。这种通知，没有有效信息传递，

仍然是对作者知情权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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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著作权
１）修改权。学术期刊通常声明：本刊依著作权法

的相关规定及本刊编辑和出版要求，对作者原稿进行

加工修改，将不另行通知，如有异议，请来稿时特别说

明。《著作权法》［６］第３３条规定：“杂志社可以对作品
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

可。”没有经过作者认同的修改，又怎能保证文字的修

改就没有影响到内容呢？“如有异议，请来稿时特别

说明”，可是如果专门说明了，文章还能发表吗？其实

也就是说不同意修改就不能发表。

２）归属权。学术期刊通常声明：本刊刊稿版权属
于本编辑部。任何形式、媒介的转载、摘登、翻译或结

集出版须事先获得本刊编辑部书面许可；本刊已经加

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万方数字

化期刊，如作者不同意收录，请特别声明；等等。这显

然也违反了《著作权法》［６］第３２条第２款关于“作品
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

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

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规定。编辑部和一些数据

中心通常是有协议的，且是有偿的。如果作者不同意

收录，期刊既拿不到钱，也不能提高期刊的引用率和影

响因子，特殊声明的稿件还能被采用吗？

３）署名权。有些编辑为了照顾一些熟人评职称，
要求作者在文章上署上不相关的人，甚至还有编辑要

求给自己署名。强行挂名是一种典型的侵犯学术论文

署名权的行为［７］。

２　潜规则下的作者选择

　　潜规则的约束力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
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

预期的稳定性。潜规则的稳定性，也就决定它的持久

性和普遍性；所以，在学术期刊的潜规则面前，作者消

极应对，甚至丧失理智。

２１　虚张声势　学历浅、职称低、单位名气小的作者，
为了达到学术期刊的“硬”指标，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求

人侵犯著作权———把高职称、高学历的导师或同事作

为第一作者，甚至有人虚报自己的学历或职称，或者在

导师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导师摆在第一作者位置

上。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杨伦抄袭事件中，他一

直坚持说，论文的第一作者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对

自己发表论文的署名情况并不知情。我们不去理论他

们言论的真假，至少在当前学术期刊的用稿规则下，他

的话有一定的可信度。

２２　无效著录
１）没有基金项目的论文，作者被迫无效著录，包

括无中生有型、牵强附会型、简单罗列型［８］。具体表

现在论文内容与项目内容无关、基金早已结项、项目编

号在国家基金委公布的项目中找不到。陈留院［９］对

基金论文比≥０．８的１２家学报随机抽出的１２０篇论
文进行统计发现：对于基金项目的无效著录，国家基金

论文中占４８．１％，省级基金论文中占３１．７％，总体情
况为４２．５％。
２）当期刊编辑认为投稿的论文参考文献太少时，

作者就会为引而引。比如，有的作者仅仅是使用了一

个常见的概念，却在这个概念处一下子标注了七八条

文献，这样，严重浪费了期刊版面和有效资源。

２３　无奈接受，一稿多投　对于学术期刊的各种收
费，作者基本上只能按时按数缴纳。对于学术论文，作

者的版权意识比较差，大多数人认为只要能发表就行，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面对期刊社的３个月或几个月接
不到通知可自行处理的声明，作者通常会“你不仁，我

也不义”———一稿多投。

３　潜规则存在的原因

３１　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　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科
技期刊评价体系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

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ＣＪＣＲ）》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些评价体系都把来源文献

量、参考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等作为评价

指标。期刊如果进不了所谓的核心期刊，稿源、经费等

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办刊难度会加大，所以，期刊社也

必须围绕评价指标做文章。

３２　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　学术期刊大多隶属于
某个科研院所、学会协会、高校或企事业单位，资金投

入、人员编制等都由上级单位负担。学术期刊在单位

一般处于附属地位，单位对期刊缺乏有效管理，通常只

看期刊在社会各种评价体系中的排名。工作绩效考核

中不能很好地体现编辑劳动的差异。这些简单粗糙的

管理，使得期刊编辑职业危机感欠缺，竞争意识、创新

意识、发展意识、服务意识不强。当编辑自身的劳动与

报酬倒挂、评职称受挫、自身社会价值得不到承认时，

其内心的挫折感、失落感、倦怠感就会产生。编辑的消

极怠工是各种不利期刊发展的潜规则存在的主要

根源。

３３　编辑素质　这些潜规则的存在，固然有办刊条件
等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编辑的素质问题。

编辑的职业道德是否高尚，要看他是否以高度的责任

意识去履行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学术期刊专业性比较

强，尤其是科技学术期刊，要求编辑要有较强的专业水

平才能对文章作出正确的选择。一些编辑由于工作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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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激情，业务能力不强，把握不了文章的真正水平和价

值，只能通过“标签”和专家意见来区分文章的好坏。

从整体而言，有基金项目的论文，高职称、高学历作者

的作品，引用参考文献较多的文章，比一般的文章有更

好的研究基础，质量更有保证；但是，学历、职称、基金、

参考文献的数量也未必与文章的质量成正比。在实际

工作中，我们看到一些研究生的文章，虽然写作规范、

内容组织上与教授、专家的文章有比较大的距离，但

是，文章内容的创新性和价值也许远远超过所谓的

“名家”。对这些暂时的“弱者”，学术期刊应该给予他

们更多的扶植和关注，以培养强有力的后备力量。

４　减少潜规则消极作用的对策

　　１）加快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支持鼓励学术
期刊单位之间的联合、兼并重组，促进期刊的规模化、

集团化发展。建立健全各级岗位责任目标制，发挥团

队优势。在重组中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调动编辑的工

作积极性和本位意识。

２）版面费、稿费标准要公开、透明，并且国家相关
部门要给予适当的监管。学术期刊要确保版面费的合

理使用。

３）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对评价体系中受人
为因素影响较大的评价指标，评价单位要加强监管、核

实，让评价指标尽量客观、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基金项

目，在国家基金委网站上很容易就可以查到项目的名

称、主持人、完成期限等。基金项目的著录是否有效在

综合评判中应有所体现。

４）强化编辑问责制。在文章选取中，给予编辑更
大的决定权，同时也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责权要统

一。当文章质量出现问题时，第一责任人是编辑，不要

把责任推到审稿专家身上。这样会迫使编辑自觉提高

政策水平、道德素养和学术水平，增强读者意识［１０］，编

辑就要真正地去弄懂文章的内容，把握它的价值。

５）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有相当一部分学术
期刊没有编委会，或者编委会不参与实际工作。期刊

社要建立健全编委会，充分发挥它的监督、指导作用。

６）加强期刊的网络建设，为编辑、读者、作者提供

内容更丰富、互动性和工具性更强的信息化平台。开

展读者、作者评刊、评文、评编辑等活动，通过评比，实

现对潜规则的监督，促进期刊质量的提高。

７）增加作者自校环节，给作者申辩的机会。影响
作者自校环节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样稿的传递。借助

期刊的网络化平台很容易实现，其实，现在北大方正的

“大样”很容易转化成ＰＤＦ文档，编辑可以通过 Ｅｍａｉｌ
直接传递ＰＤＦ文档，作者可以通过ＡｄｏｂｅＲｅａｄｅｒ软件
对ＰＤＦ作批注。
８）在传统稿费的基础上，增加网络光盘版稿费费

用。比如，《中国编辑》声明：本刊已被ＣＮＫＩ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

酬一次性支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

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

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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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祝贞学，何承志．科技期刊论文基金项目的无效著录及对
策［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０９（１）：３０３１

［９］　陈留院．人为因素对科技期刊基金论文比评价指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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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刊”应编序号

　　目前我国期刊出版的增刊几乎都未编序号，相关
标准或规范也没有编序号的要求。ＧＢ／Ｔ３１７９—２００９
《期刊编排格式》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增刊应单独

编序号。一卷（年）内若只出版 １期增刊，其序号为

‘增刊１’。”鉴于我国现在只有卷（年）增刊的实际，
ＧＢ／Ｔ３１７９—２００９还指出：“增刊不应跨卷（年）编
序号。”

（郝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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