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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１０７名审稿专家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涉及第一作者
和通信作者的概念、通信作者的责任和权益、通信作者的作用

以及共同通信作者问题等几个方面。通过调查分析目前医学

期刊通信作者署名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科技期刊应明确通信

作者的概念、责任和权利；通信作者作为责任作者应承担更多

的责任；编辑应在促进通信作者的规范使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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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署名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

明作者所拥有的著作权，更体现着作者对论文的责

任。近年来，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以及多学科的融合

和交叉，科学研究已从个体研究发展为由课题负责人

领导下的群体的研究［１２］，科技论文的作者署名也出

现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同一文章中署名作者的人

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作者署名的单位和顺序也变得

复杂。其中关于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问题存在较多

争议，尚无统一的结论和标准；因此，我们对《中华心

血管病杂志》的部分审稿专家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目

前审稿队伍中对通信作者的概念认识和理解程度，探

讨通信作者署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在《中华心血管病

杂志》编委扩大工作会上，共有１０７名专家填写调查
问卷。他们均来自全国三级以上医院，其中 ７５名
（７０１％）曾作为通信作者发表过文章。将所有数据
输入Ｅｘｃｅｌ表中，并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资
料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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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治疗决策，避免产生误解。在具体操作上，可以

模仿《美国医学会杂志》开辟患者教育栏目，帮助医生

对患者进行医学知识教育；可以在杂志网站开辟患者

教育频道，向大众提供电子版医学资料，并请编委或作

者协助患者求医问药。总之，医学期刊要通过普及医

学知识，让患者早知道、早诊断、早治疗，增进医患间的

理解和信任，从而使医生树立良好形象和保护其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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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调查内容与结果

　　问卷针对通信作者设置了１６个问题，涉及第一作
者和通信作者的概念、通信作者的责任和权益、通信作

者的作用以及共同通信作者问题等方面。每个问题设

置４～５个选项，且可多选。在调查问卷中还列出了国
际生物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温哥华小组）拟定的作

者署名原则（同时符合以下３个条件）：１）在研究策划
和设计、数据获得、分析或解释中任何一个方面作出实

质性的贡献；２）草拟论文或对论文中的重要学术内容
作了关键性的修改；３）对要发表的稿件作出了最后的
认可。同时参照《中华儿科杂志》通信作者的署名要

求［３］，列出通信作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１）对确
定选题起主要作用者；２）对科研设计起主要作用者；
３）参与论文撰写者；４）能够回答读者疑问者；５）能对
论文负全部责任者。

１１　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概念
１）您了解论文中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差别吗？

５０．５％的专家表示很了解，４５．７％表示一般了解，只有
３．８％表示不了解。

２）您认为第一作者必须具备以下哪些条件？６６４％
的专家选择要同时具备：①是文章主要观点和主要见解
的拥有者；②是得出该课题研究成果第一手资料的具体
操作者和掌握者；③是该课题论文的主要执笔者。
３）您认为通信作者署名必须具备以下哪些条件？

选项为前文中提到的《中华儿科杂志》的通信作者署

名条件［３］，８１．３％的专家认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上５个
条件。

４）贵单位如何界定通信作者？４０．２％选择通信
作者是主要学术思想的提出者，４８．６％选择通常是课
题负责人，２８．０％选择是试验的主要设计者，１８．７％选
择能回答读者疑问者，３１．８％选择没有明确规定。
１２　通信作者的责任

１）您认为作为通信作者的责任是什么？４８．６％
选择是论文的首要责任人；１７．８％选择是论文的主要
责任人，而第一作者是首要责任人；１９．６％选择与第一
作者同为首要责任人；２６．２％选择是对外联系人，即负
责论文的释疑解惑。

２）您认为作为通信作者是否应对以下情况负责？
３７．４％仅选择对论文的真实性、数据的可靠性等方面
负责；１０．３％仅选择论文内容在违反法律规范和学术
规范时应承担法律或道德上的责任；４９．５％认为对上
述２种情况均应负责。
３）如果您在不知情时被冠以“通信作者”且论文

已发表，若论文出现问题，您应负责任吗？７．５％选择

应该负全责，１４．０％选择应该负部分责任，２９．９％选择
不负责，２６．２％选择向上级单位如实反映情况。
１３　通信作者的权益

１）您认为谁应当享有更多的论文著作权？
２５２％选择第一作者，３９．３％选择通信作者，３５．５％选
择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平等享有。

２）您认为谁有权享受与论文有关的奖励和报酬？
１９．６％选择第一作者，１７．８％选择通信作者，６２．６％选
择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平等享有。

３）贵单位是如何奖励作者的？３５．５％选择奖励
第一作者；７．５％选择奖励通信作者；２５２％选择共同
享有奖励；９．３％选择如论文获奖，则按规定奖励第一
作者和通信作者。

４）您对将您署名为通信作者的文章都知情吗？
５７．５％选择非常知情，每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都受到
通信作者的指导；２２．４％选择重点文章都仔细看过，一
般文章大概看过，但对内容都知道；５．６％选择对部分
发表文章并不知情，知道学生“冒名”后非常生气，给

予警告或严肃处理；６．５％选择对部分发表文章并不知
情，但对学生无特殊处理。

５）在国内或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前，作为通信作者
您填写过论文著作权转让授权书吗？４１．９％选择都填
过；２７．９％选择有的填，有的没填；３０．２％选择没填过。
６）如果您在不知情时被冠以“通信作者”且论文已

发表，若论文受到单位或国家奖励，您应该接受奖励吗？

７．５％选择应该；１７．７％选择虽然不知情，但作者使用了
我的名誉权，所以可以适当接受奖励；２０．６％选择不接
受，不予理睬；３３．６％选择向上级单位如实反映情况。
１４　通信作者的作用

１）您对通信作者的责、权、利的态度是什么？
４８４％选择一直很重视；１６．８％选择以前不太重视，现
在发现出了很多问题，开始重视；４５．１％选择要求署名
本人为通信作者的文章一定要经本人过目并同意发表。

２）您如何看待并列通信作者？２６．２％选择可以
有并列通信作者；１６．８％选择不可以有，应该有一个主
要学科负责人作为通信作者；５０．５％选择如果通信作
者不在同一单位或同一学科，可以并列，在同一学科

（或科室）不应有并列。

３）您是否认为发表的论文如果受到通信作者的
足够关注，会明显减少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９０．２％
选择是，９．８％选择否。

２　讨论

２１　通信作者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已从个体研究演变为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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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的群体化研究，更多的已发展成大规模、多中心

的协作组研究。随着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群体化，作者

署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２００３年前发表的文章，作者署名一般多按照贡献大小
排序，如果学生为第一作者，则导师排在第二或最后。

２００３年后，参考国外学术期刊的做法，署名通信作者
的论文逐渐增多。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

范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４］及 ＧＢ／Ｔ
７７１３—１９８７《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
编写格式》［５］虽然对作者的定义和概念有明确的描

述，但都没有提供“通信作者”的相关定义和解释，因

此对通信作者的理解说法不一。现今１个课题可以发
表多篇论文，通信作者多为导师，而第一作者多为其研

究生，通过录著通信作者也更能反映研究的延续性。

我们认为，如果通信作者能同时满足：１）对确定
选题起主要作用，２）对科研设计起主要作用，３）参与
论文撰写，４）能够回答读者疑问，５）能对论文负全部
责任；那么，实际上相对于第一作者而言，通信作者更

应该是责任作者。而责任作者是临床研究的核心，研

究的全过程和关键性工作多由他们参与或亲自

承担［６］。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８１．３％）专家都认同
该规定，对通信作者的概念有较清晰的认识。而各单

位对通信作者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比如有些单位将

通信作者视同第一作者，将近一半的单位更看重通信

作者是课题负责人和学术思想的提出者，而对参与论

文撰写、回答读者疑问等方面则规定较少，但仍然有将

近１／３的单位并无明确规定。
我们在工作中也时常碰到这样的现象：即使通信

作者是著名专家，但从科研设计到论文写作水平较差，

与通信作者的学术水平相差甚远；或与通信作者联系

时，他们并不能解答论文中的具体问题。本次调查中，

仅５７．４％的专家选择了对论文非常知情，也说明了目
前挂名或被挂名的“通信作者”占有一定比例。因此，

科技期刊应该明确通信作者的概念，并加大宣传力度，

以引起科研单位的重视。

２２　通信作者的责任和权益　通信作者的责任包括
文责和法责２个方面［７］：文责包括对论文内容真实性、

数据的可靠性等方面的责任；法责包括论文在违反法

律规范和学术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上的或道德上的

不利后果。通信作者的权益则包括享有论文的著作

权，以及享有论文的奖励和报酬。

从本次调查分析的结果看：４８．６％的专家认为通
信作者是论文的首要责任人，１９．６％认为通信作者和
第一作者同属首要责任人，仅１７．８％认为第一作者是

论文的首要责任人；８６．９％认为通信作者对论文的真
实性、数据的可靠性等方面负责；５９．８％认为通信作者
对论文内容在违反法律规范和学术规范时应承担法律

或道德上的不利后果。可见，大部分人都认为通信作

者对论文应该负更为重要的责任，甚至超过第一作者。

其原因是：一方面，本次调查的大部分专家是硕

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

力，若论文在文责和法责方面出现问题，他们所要承受

的损失往往要远大于第一作者；另一方面，就作者贡献

而言，通信作者在课题前期的申请课题、构思、设计，以

及后期的实施和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均付出了大量的心

血，因此也会非常重视论文的责任。按照权利和义务

对等的原则，更多专家认为通信作者应该享有更多的

著作权也在情理之中。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７５％的专家认为通信作者
享有更多的著作权或与第一作者平等享有著作权，

６０％以上的专家认为二者应平等享有与论文有关的奖
励和报酬。这说明，在专家的心目中，更看重通信作

者；但是，在涉及第一作者的概念时，６６．４％的专家也
认为第一作者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是文章主要观点

和主要见解的拥有者，是得出该课题研究成果第一手

资料的具体操作者和掌握者，是该课题论文的主要执

笔者。这无疑与专家们认为通信作者应该享有更多的

著作权和权益是冲突的。并且，在不知情时被冠以

“通信作者”且论文已发表，当论文获得奖励或出现问

题时，专家们的选择不一，没有很明确的指向性。可见

在这方面的规定也比较欠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制订关于通信作者的规范非

常有必要。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并承认论文第一作者

的著作权和其他权益，避免第一作者的权益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也要规范和肯定通信作者的作用，避免通信

作者争当第一作者。比如，是否可以在通信作者的定

义中第１条就明确“通信作者即责任作者，是能对论
文负全部责任并可解答读者问题者”。言简意赅，至

于其他对通信作者的解释实际上已涵盖其中。

２３　通信作者的作用及规范使用　本调查问卷结果
显示９０．２％的专家认为发表的论文如果受到通信作
者的足够关注，会明显减少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可

见，大部分专家认为强调通信作者的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著录通信作者可以明确论文的主要责任人，规范

投稿行为，使发表论文正规化和责任化。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４８．４％的专家表示一直很重
视通信作者；１６．８％以前不太重视，现在发现出了很多
问题，开始重视；４５．１％选择要求署名本人为通信作者
的文章一定要经本人同意并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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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项研究从科研的选题和设计，到试验的

具体实施，再到论文的撰写和修改，作为通信作者可以

说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标注通信作者也是对他们劳

动的尊重和认可。如果说通信作者本人明确了自己的

责任和作用，并由“文责”上升到“法责”的高度，那么，

必将对遏制学术不端行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的各种规范中关于如何标注并列（共同）通

信作者并无明确规定。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稿约中只

规定一般通信作者只列１位，由投稿者确定。中华医
学会第５次杂志工作会议规定［８］：署名作者在２人以
上或集体作者署名时，建议标注通信作者；按国际惯

例，未标注通信作者的文章第一作者即为通信作者；同

一单位的作者不能著录同等贡献；对于集体作者署名

的文章，应标１～３位责任作者，并确定１位通信作者。
因此，对于通信作者的认识仍然要归结于谁才是论文

的首要责任人。既然为“首要”，则不建议著录２个或
２个以上的通信作者，否则有沽名钓誉之嫌，只会滋生
学术腐败，而对研究本身并无积极意义。

事实上，因为论文造假而牵涉到通信作者的事件

也时见报端。如浙江大学贺海波事件［９］，不仅第一作

者要承担主要责任，也给通信作者和研究单位造成恶

劣影响，并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无论科研单位还是

通信作者，都应该加强对论文的审批，而不仅仅是走

过场。

２４　编辑在促进通信作者规范使用中的作用　尽管
通信作者的著录顺应了国际研究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但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编辑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促进其规范使用。

首先，建议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

委员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等部门

认真研究后出台关于通信作者的相关规定，明确通信

作者是首要责任作者，并要求将规定列于稿约中。

其次，编辑应严格防止通信作者署名权的滥用，谨

慎对待并列通信作者，可向作者说明通信作者的标注

原则。

第三，对于一些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协作组研

究，可以设立规范的署名指南以规范投稿［１０］。我们现

行的做法是：建议作者以协作组的名义发表论文，在作

者署名处列出１位通信作者；或者同时标出１～３位主
要的研究、整理、撰写论文的作者和协作组名称，并列

出１位通信作者，如“苑飞、宋现涛、吕树铮代表中国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注册研究协作组”［１１］。以上２
种标注方法均要求在文章结尾处列出所有协作组单位

和（或）成员名单。

第四，编辑应要求作者提供基金课题的相关证明，

核实通信作者是否参与文章的撰写和修改。

第五，编辑要加强与通信作者的联系。中华医学

会系列杂志已全部采用远程网上投稿系统，投稿时要

求使用通信作者的邮箱，收稿、修稿等信息首先返回到

该邮箱中，一旦标注通信作者，编辑只与通信作者联

系，以便通信作者了解论文的修改过程。中华医学会

系列杂志现已规定作者在网上投稿时，必须下载并填

写论文著作权转让授权书，请所有作者签名，并加盖公

章，以取得所有作者特别是通信作者在投稿前的知情

同意。通信作者及论文作者的排序在投稿后一般不应

再作改动。编辑应认真检查通信作者是否签名及是否

有代签现象。本次调查显示，仍有一半的审稿专家

（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从未被要求填写过论文著作权

转让授权书。可见，部分期刊编辑对论文著作权的认

识也不够明确，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做法值得借鉴

和推广。

３　参考文献

［１］　孙丽娟．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排序及通信作者［Ｊ］．中国科
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５，１６（２）：２４２２４４

［２］　付光玺．学术论文通信作者的定位及其对科研管理的影
响［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０７，２７（８）：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１

［３］　中华儿科杂志编辑部．关于作者署名问题的通知［Ｊ］．中
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４，４２（１２）：８８５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Ｓ］∥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
学会．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２００７：３６５

［５］　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
的编写格式［Ｓ］∥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科学技
术期刊编辑教程．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７：４７６

［６］　赵一鸣．请责任作者把责任承担起来［Ｊ］．中华医学杂
志，２０１１，９１（３７）：２６５６

［７］　孙凡，张瑜．论文中署名“通信作者”的有关问题［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４）：３０８３０９

［８］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编排规范［Ｃ］∥
中华医学会第５次杂志工作会议资料汇编，２００９：１２６

［９］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
件回顾［Ｎ／ＯＬ］．２００９０３２６［２０１１０８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ｄｕ．ｃｎ／ｒｅ＿ｄｉａｎ＿ｔｕｉ＿ｊｉａｎ＿１２７９／２００９０３２６／ｔ２００９０３２６＿
３６８４４７．ｓｈｔｍｌ

［１０］张峻．关于共同第一作者与作者贡献的署名问题［Ｊ］．编
辑学报，２０１０，２２（５）：３９７３９８，３９９

［１１］苑飞，宋现涛，吕树铮代表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注
册研究协作组．中国内地２００８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调查注册研究分析［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０，３８
（７）：６２９６３２

（２０１１０９２２收稿；２０１１１０３１修回）

１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