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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的稿酬问题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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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３８９种科技学术期刊稿酬制度作了调查，对支付作

者稿酬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和弊端作了探讨，并提出了应

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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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规定，作者发表论著后，有权获得稿

酬［１］；国家版权局在１９９９年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

定》中对于稿酬的标准也给出了明文规定：报刊刊载作

品，未与著作权人约定付酬标准的，应按每千字不低于

５０元的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２］。然而在实

际操作中，很多期刊都没有认真执行上述规定，而自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支付稿酬以来
［３］，在文学和生活

类期刊稿酬日趋提高［４］的同时，科技学术期刊在支付

作者稿酬问题上依然存在不规范现象，这是科技期刊

违反作者著作权益的主要表现之一 。

笔者利用万方数据库最新推出的投稿服务平台，

对其中的３８９种科技学术期刊进行调查
［５］，通过统计

分析，来定量说明当前科技学术期刊中的稿酬问题。

１　调查结果

　　将３８９种科技学术期刊按学科分为工业技术、基

础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共４类。稿酬支付方式分

为“按篇付酬”、“按千字付酬”以及“其他”共３种情况。

调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３８９种科技学术期刊稿酬支付调查结果

支付标准
按篇付酬

＞２００元 １００～２００元 ＜１００元 小计

按千字数付酬

＞１００元 ５０～１００元 ＜５０元 小计

其他

有稿酬 无稿酬
总计

工业技术 ７ ２４ ７ ３８ １ １９ ４１ ６１ ８ ７３ １８０

基础科学 ４ ７ ５ １６ １ ９ １２ ２２ ４ ３６ ７８

医药卫生 １ ９ ３ １３ １ ４ ９ １４ ７ ４８ ８２

农业科学 ０ １ １ ２ ０ ７ ２３ ３０ １ １６ ４９

合　计 １２ ４１ １６ ６９ ３ ３９ ８５ １２７ ２０ １７３ ３８９

２　主要问题

２１　不支付稿酬　如表１所示，共有１７３家科技学术

期刊不向作者支付稿酬，占统计总数的４４．５％，约占

半数。尽管也有不少期刊在《稿约》或者《投稿须知》中

跟作者约定：在向作者收取的版面费中已考虑支付给

作者的稿酬，因此不再另外付酬。这种做法貌似方便

了作者和编辑部，但是用稿酬来与冲抵版面费，作者依

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２２　低于国家标准　由表１可知，在向作者支付稿酬

的２１６家期刊中，低于国家现行规定的每千字５０元或

２００元／篇（一篇论文按４０００字折算）标准的分别为

６６．９％或８２．６％，即大部分期刊只是象征性地支付稿

酬。虽然国家规定双方有约定的按约定支付，只要在

稿约中声明了稿酬标准，就不算违规；但是，过低的稿

酬依然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不尊重。

２３　不及时支付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使用他

人作品的，应当自使用该作品之日起２个月内向著作

权人支付报酬［６］；然而，现实中依然有不少学术期刊因

为种种原因不能及时支付稿酬，有的甚至恶意拖欠。

尽管由于学术期刊的稿酬较少，少则几十元，大多为

２００元以下，很少有作者会因此而与期刊对簿公堂；但

是，学术期刊仍然应该吸取文学期刊成为“文坛拖霸”

的教训［７］，而对于汇款被退回的情况，应该向《建筑工

人》和《建筑技术》学习，刊登招领启事［８］。

３　不按规定付酬带来的弊端

　　由于各单位对科研绩效评价方式的诱导
［９］，特别

是扩招后高校研究生毕业的需要，升职晋级的需要，以

及科研成果展示的需要，而国家对于期刊实行总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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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导致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期刊

不按规定支付作者稿酬也变得“理直气壮”了，而作为

弱势群体的作者能够花钱发表论文就很不错，遑论报

酬了［１０］；然而，不按规定付酬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３１　侵犯作者合法权益　向作者及时按标准支付稿

酬，是尊重、保护作者的财产权，维护文字作品出版者

的合法权益，促进文字作品创作与传播的需要。稿酬

作为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一种报酬，不仅仅是作者应得

的一种物质上的收获，更是对作者劳动的一种尊重，体

现的是作者精神上得到社会认可的满足，是社会对知

识产权的一种保护［１１］。向作者付酬是法定的学术期

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能以数额少、作者不在乎等等

为理由而侵犯作者应得的合法权益。不管作者是否在

乎，是否讨要，学术期刊都应当主动及时按规定向作者

付酬，否则就属于侵权行为，更不符合道德规范。

３２　打击作者原创积极性　进行科学技术研究，撰写

论文，发表论文，作者花了大量的劳动和心血，如果没

有获得物质上的必要补偿，作者原创的积极性就会受

到打击。特别是那些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呕心沥血、

殚精竭虑的作者，当他们的成果被刊登出来以后，期刊

社竟没有任何说法，其受到伤害的心情可想而知。期

刊吸引作者优质的原创论文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实行高

标准的稿酬制度，从这一方面去调动作者的积极性，鼓

励他们去研究，去创作，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

技学术期刊也才能得到更多的高质量的稿件。

３３　影响期刊的质量　不按规定付酬，显然会影响到

期刊的社会声誉，由此会引起高水平论文的流失，进一

步导致期刊质量下降。这种恶性循环势必危及期刊的

生存［１０］，尤其是随着期刊体制改革的深入，稿源的竞

争将日趋激烈，提高期刊社的服务水平，树立起编辑的

职业道德，增强期刊社的凝聚力和公信力，则能吸引高

质量的稿件，从而保证并提高期刊的质量。

４　应对的办法

４１　完善稿约　稿约是出版者与作者之间的协定，在

法律上具有合同的效力，著作权法也规定首先看双方

的约定，没有约定则必须按国家标准执行；所以，完善

稿约更主要的是实现学术期刊的自我保护。当然，完

善稿约的措施不仅仅是要明确稿酬支付的标准和方

式，还要体现对作者合法权益的尊重，最好能改变以往

“店大欺客”的种种“霸王条款”，体现自愿、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的关系。

４２　优稿优酬　为了提高作者的积极性，吸引优质稿

件，应改变以往“一刀切”的模式，而按照文章水平支付

作者报酬。具体的文章水平可以按发表后一定时间内

被同行引用的情况来衡量。科技期刊要实现由规模数

量增长向优质高效的转变，必须得到作者的广泛参与

和支持。适合市场经济的稿酬机制无疑是激励作者的

好办法。根据作者劳动价值和贡献大小给予合理的奖

励，可以激发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肯花费时间

和精力去研读期刊、分析需求、开发选题，写出高水平

的论文来。实践证明，优稿优酬是一种事半功倍的举

措，采取优稿优酬的期刊不仅质量有长足提高，而且可

以减少编辑组稿、约稿的难度。

４３　及时支付　稿酬作为作者辛勤劳动的报酬，必须

根据约定主动、及时、足额支付。科技期刊必须通过加

强内部管理，完善稿酬发放制度，及时向作者寄发稿

酬，以回报、认可他们的劳动价值，取得他们的信任和

支持。

５　结束语

　　论文具有商品属性，作者的稿酬也应得到法律的

保护。目前绝大多数科技学术期刊不支付或少支付或

晚支付作者稿酬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必须尽快

改正。同时，著作权人也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必要时

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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