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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稿多投与科技期刊自身建设的思考
陈 � � 翔

广东药学院学报编辑部, 510006,广州

摘 � 要 � 从一稿多投的产生根源反思科技期刊编辑部自身的

工作。认为应从加强自身建设的角度来预防和杜绝一稿多投,

如改进和完善编辑出版各个环节, 增强编辑的法律意识, 提升

编辑的服务意识, 促进编辑部间的良性竞争, 加强对读者与作

者科学道德的教育,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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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 r proposes that the ed ito r of sc i�tech pe riod ica ls should

enhance self�contro l to prevent and contro l mu ltiple subm issions.

The se lf�contro l includes improv ing period ica l ed iting prac tice,

developing edito rs� leg al consc iousness and se rv ice consc iousness,

advancing positive compe tition of ed itor ia l departm ents,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functions of authors� scientificm ora ls, etc.

K ey words� mu ltiple subm ission; sc i�tech pe riod ica;l per iod ica l

ed iting practice; se lf�con tro l

Author�s address� Editor ia l Departm ent o f Journa l o f Guangdong

College o f Pharm acy, 510006, Guang zhou, Ch ina

目前大多数科技期刊工作者认为故意一稿多投和

重复发表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学术界的不良之风,理当

受到期刊和读者的指责和给予相应的处罚
[ 1 ]
。一稿

多投的诱发因素有多方面, 除了作者不恪守科学道德

之外,与编辑部或责任编辑的工作不到位也有很大关

联,例如,审稿周期太长,没有及时告知作者论文是否

录用,没有与作者签订合同约定等。编辑工作不到位,

给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能。无法遏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的一稿多投不得不让许多期刊编辑工作者重新审视自

身的工作,进行深刻反省, 并从自身的角度提出了许多

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不良现象。

1� 改进期刊编辑出版各个环节的工作

� � 一稿多投的产生根源折射出期刊编辑的整个运作

环节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漏洞, 如何弥补不足和堵塞

漏洞,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可行的主张。例如: 张永

生
[ 2]
提出遵照合同法, 完善出版合同制度; 黎贞崇

等
[ 3]
提出与作者签订发表协议, 加强编辑部奖罚制度

建设; 刘吉元
[ 4]
提出建立编辑与作者三次通信的模

式,即及时邮寄回执、尽快退修稿件、尽早寄发录用通

知等;陈静
[ 5 ]
提出定期刊登稿约, 收取审理费及版面

费,签订出版合同或承诺书, 建立作者参校制度; 林清

华等
[ 6]
提出理顺工作程序, 加快编辑流程, 缩短发表

周期;冷怀明等
[ 7 ]
提出建立在稿件送同行专家评审前

进行查重和在稿件刊登前再查重的机制; 等等。这些

防范措施几乎涉及到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只要一部分期刊先行动起来,必将影响并带动更多

的期刊。如果这种从个体开始进行的改革可以引起期

刊界的足够重视,并最终可以达成共识而推广应用,就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一稿多投发育的温床和生存的

土壤。

2� 增强期刊编辑的法律意识

� � 我国  著作权法 !第 32条规定: ∀著作权人向报

社、杂志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

杂志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

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是事实上, 学

术期刊真正做到 30日内回复作者的少之又少; 因此,

大部分期刊是按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一条款来

约定作者的投稿行为,一般是期刊单方面在稿约中约

定一个时间 (大部分是两三个月 )。文献 [ 8]指出: 按

我国现行的  著作权法!,一稿多投不违法, 有存在的

合法性;仅有 ∀稿约 #要约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期刊

编辑部只有与作者签订书面的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或版

权转让合同,才可以获得论文的专有出版权,在英美法

系国家的期刊也是如此。

一稿多投给某些一贯高高在上、我行我素的编辑

敲响了警钟:如果期刊编辑部没有与作者签订书面的

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或版权转让合同, 一旦发生一稿多

用的情况,期刊社往往只能吃哑巴亏,而无法追究作者

的法律责任。一稿多投而导致的一稿多用, 引发了科

技期刊的自我保护意识,督使期刊编辑开始认真学习

并贯彻执行  著作权法 !。例如: 有些期刊开始与作者

签订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有些期刊加快稿件审理速度,

尽量争取在  著作权法 !规定的 30天内给作者录用与

否的通知;有些期刊要求作者一定要提供单位开具的

推荐信,推荐信中应包括无一稿多投的声明,要求第三

方即作者单位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责任; 等等。这些都

与期刊编辑的法律意识增强有关,若各期刊都如此做,

定能从根本上遏制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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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期刊编辑为作者服务的意识

� � 近些年来科研成果及其产生的论文剧增, 致使科

技期刊的版面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种供不应求

的状况造成了不少编辑存在作者有求于己的心理, 在

工作上表现为不负责、不尽职, 以工作担子重、人员不

足为由,在收到稿件后不给作者收稿回执,不告知作者

稿件审理的进度,作者询问稿件审理情况时不耐心解

释,等等。

以上种种情况, 无疑会令一部分作者将稿件转投

他刊,从而造成一稿多投。待编辑发现一稿多用再向

作者兴师问罪,却已为时太晚; 因此, 期刊编辑必须端

正工作态度, 树立为作者服务的理念, 为作者提供细

致、周到的服务, 不断增强作者对期刊编辑部的信任

感,从而避免因服务不到位而导致一稿多投。

4� 促进期刊编辑部间的良性竞争

� � 当前,各期刊对优秀稿件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科技

期刊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 出

版周期短、载文量大、发表速度快的期刊更易受到作者

的青睐,一些期刊更是以缩短论文发表周期作为吸引

时效性较强的优秀论文的方法。

一稿多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一稿多用。哪家期刊

最先处理完稿件,哪家期刊就会赢得发表作者论文的

权利,而另外的期刊, 不是白白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最后

落得无奈撤稿,就是步人后尘重复发表之后还要采取

刊登撤稿声明等补救措施, 造成被动局面。一稿多投

无形中也促使各期刊编辑部想方设法加快审稿速度,

提高编辑效率,缩短论文出版周期,以争取优秀稿件并

得到优先发表权
[ 9]
。换个角度来讲, 一稿多投对期刊

编辑部提出了挑战, 各期刊编辑部只有积极主动应对

挑战,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适时地对编辑部的各项工作

进行改革与调整,提升编辑部的竞争力,从效率方面争

取不给作者一稿多投的机会。

5� 增强期刊编辑的查重把关意识

� � 一篇论文多次投稿因种种原因最终大多能得以发

表,期刊编辑的学术把关意识淡薄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因素。据冷怀明等
[ 7]
报道,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编辑

部对拟送专家评审的 1 850篇稿件进行查重, 结果发

现有近 30篇稿件属重复发表或有抄袭嫌疑, 对经 ∀三

审 #待发表的 1 100余篇稿件进行查重, 发现 36篇稿

件的内容与已发表的论文重复或主要结果、结论重复。

这说明虽然科技论文在送专家审稿时已要求专家对论

文的创新性进行评审,但由于部分专家只是根据自身

所掌握的现有知识进行审稿, 没有利用网络数据库进

行最新的文献检索, 可能存在无法发现一稿多用的情

况;再者,多数科技期刊的论文经过 ∀三审 #定稿到论
文付印会有一个时间段,某些属一稿多投的论文就恰

恰在此时间段得以在其他期刊上刊登:因此,期刊编辑

应重视利用网络全文数据库对来稿进行主动检索查

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稿多投所致的一稿多用。

6� 加强对读者与作者的科学道德教育

� � 近年来,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偏重于某些计量

指标,而对于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的审查却显乏力,加

上相关的法律制约滞后,致使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行

为有趋于严重之势,一稿多投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因

此,在加强学术界立法打击不正之风的同时,还需要社

会各方面行动起来教育作者, 使之自觉接受法律和道

德的约束,从而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风气。这不仅是

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事情, 期刊编辑部也负有一定

的责任
[ 10]
。各科技期刊可以充分利用自有的宣传平

台,经常性地刊登有关一稿多投不良影响的报道,明确

表明反对一稿多投的立场, 多方引导作者正确投稿。

如果各期刊编辑部都统一行动起来, 这些持之以恒和

无处不在的宣传和教育,将有助于加深读者与作者对

一稿多投行为负面影响的认识, 有助于约束投稿者自

觉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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