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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期刊编辑的 “学术公平”意识及其引发的思考

陈　朝　晖
长沙理工大学《实验教学与仪器》杂志社，４１００７７，长沙

摘　要　“学术公平”意识是科技期刊编辑值得关注的一个问
题。认为科技期刊编辑应树立这种意识，并从科技期刊编辑的

视角对其作了理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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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什么是“学术公平”意识

１１　“学术公平”意识的概念　“公平”一词的解释是
“办事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语）。从公平的元概念出发，“学术公平”意识是指具有

独立性的编辑主体为了维护科技期刊学术的纯洁和公

正性，在审稿和选稿等过程中，自始至终以自身专业经

验和直觉为基础，冲破一切束缚，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

表达其对学术对象（论文等）价值判断的自我意识。编

辑主体在坚持学术公平的过程中，应以广大读者所认可

的学术标准为准则，以维护学术公平和纯洁为己任。

１２　“学术公平”意识的特点　
１）公正性。“学术公平”意识最终必以公正性来

体现，因为这是人道化的本质，符合人类天然的本性。

２）科学性。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质量主要取决
于论文的学术质量，稿件的鉴审对保证论文的质量至

关重要［１］；因此，“学术公平”意识外化的结果必然是

学术论文的高水平和刊物质量的提高。

３）机会均等性。从科技期刊的视角来看，每个人
都有权以广大读者所认可的学术标准为准则，依据形

成共识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进行学术研究，且不受

出身、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４）归属性。“学术公平”意识要求维护学术研究
者成果的不可剥夺性和完整性，即任何人、任何组织不

得以任何理由和以任何形式剥夺他人的学术成果。

５）自觉性。“学术公平”意识应是内化为编辑主
体思维深处的一种自觉意识，不仅伴随着学术主体生

命的整个过程，而且是衡量其道德水准的一把标尺。

２　科技期刊编辑应树立“学术公平”意识

２１　树立“学术公平”意识的作用　要保证科技期刊
以最快的速度传播最新的科技信息，审稿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环节［２］，因此，编辑在审稿、选稿时树立并坚持

“学术公平”意识的作用体现在如下方面。

１）遵守了学术道德。树立“学术公平”意识是编辑
遵守学术道德的重要基础，体现了自身应有的学术良知

和做人准则。目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诸多科技

期刊的必然选择，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以道

德为支撑。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版面费、赞助费

等）或接受关系稿而放弃论文质量，那么就意味着我们

在道德上的缺失和学术信仰上的沦丧；因此，只有具备

对文化和知识的强烈信仰，怀有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普

及知识、开启智慧的坚定信念，编辑在工作中才有明确

的方向，才会产生不竭的动力、激情和想象力，才能开创

全新的编辑局面［３］。

２）坚持了学术规范。对稿件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
进而依据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学术立场、学风、逻辑规范

等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价值的判断、决定稿件的取舍应

成为每一个编辑的共识。树立“学术公平”意识，正是编

辑应当恪守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之一，否则，滥用审稿

权、修改权、选稿权和违背审稿程序等侵害广大作者、读

者利益的行为必将成为常态，其结果不仅是编辑对学术

规范的背叛，进而还会伤害到学术研究本身。

３）有利于选拔和培养作者。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出
成果和出人才是相辅相成的［４］。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

建立科学、合理的审稿（选稿）机制以指导我们的编辑工

作，另一方面更要树立“学术公平”意识，才能从众多的稿

件中选出质量上乘的稿件，亦才能遴选出优秀的作者，从

而不断扩大作者队伍和逐步提高作者队伍的素质。

４）确保了刊物的质量。各科技期刊虽然办刊宗旨、
读者对象、专业、栏目等均不同，但对质量的追求是一致

的；因此，在审稿（选稿）过程中，编辑必须客观、公正，因

为凭其自身的学术水平客观、公正地审稿是其责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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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编辑作为学术“把关人”独立作出稿件取舍的必然。

２２　如何树立“学术公平”意识
１）建立符合实际、规范的审稿（选稿）制度。在当

前的市场化背景下，通过重视审稿过程的公平性，并借

以建立健全审稿（选稿）程序和规则是稳步推进科技期

刊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应成为广大科技期刊工作者

的共识，也是科技期刊管理者的必然选择。例如，为了

保证原创性，《家庭用药》杂志社内部建立了一整套选题

会、定稿会以及内部审读、评优制度等［５］。当然，通过恰

当的审稿（选稿）机制等方式递进地实现公平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在坚持正确的态度和采

用合理的手段的基础上，符合实际、规范的审稿（选稿）

制度才有建立的可能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２）树立编辑和作者的公民意识。中国是一个有着
２０００多年封建专制的国家，至今，等级制、重视关系等
传统观念仍然在潜意识里影响着学术公平的建立；因

此，科技期刊不仅需要有相关的审稿（选稿）程序和规

则，更需要编辑树立现代的公民意识并成为自己的自觉

行为，这种自觉对于促进其“学术公平”意识的培养，对

于建设一个以创新型社会为标志的现代化国家是必需

的。此外，编辑还要把培养作者的公民意识及竞争规

则、竞争文化也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只有这样，编辑

和作者才能清晰地认知彼此所应担负的学术责任。

３）学术环境法制化。每个人的创造力必然受限
于整个国家的学术环境。良好的学术环境对于人的创

造力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

人都被规范不应侵犯别人的学术利益；因此，学术环境

法制化无论是对于科技期刊，还是作者都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学术环境法制化需要国家出版管理部门、

出版单位和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需要包括编辑在内

的每一位业界人士为此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

３　由树立 “学术公平”意识引发的思考

３１　学术研究和讨论需要遵守学术规范　学术既要民
主，也要讲规范。编辑在录用稿件的过程中，无论是对

以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为特征的文章，还是追求科技创

新、反映科技前沿为重点的文章，都必须检验其是否求

真务实，是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科技期刊坚持学术

规范的基础是：依靠学理扎实、观点新颖、逻辑清晰、文

风淳朴，且学术研究的方法可以被复制，结论亦能得到

验证的诸多高水平、高学术品位的学术论文作为支撑。

然而，当下确有诸多不如意的现象。例如，部分编辑往

往重视权威、名家的稿件或由他们推荐的稿件。从良性

方面看，它体现了对期刊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追求，可其

缺陷却表现为对学术规范的不尊重和对其他作者的不

公平。又如，少数作者为了追求所谓的“创新、新颖”，不

惜以篡改数据等行为破坏学术规范，可是部分编辑就因

其有所谓的“新意”就予以录用。这些现象说明，学术规

范的建设一方面要求作者自律，另一方面要求编辑的自

觉，而其中树立“学术公平”意识对于科技期刊编辑遵守

学术规范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３２　科技期刊有责任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和营造良
好的学术生态　科技期刊编辑坚持以“学术公平”意
识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于维护学术争鸣的和谐和健康

发展，对于促进自身和作者、读者的共同进步，对于创

建以创新为主旋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良好的学术环境

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鉴别稿件的质量如何要有一

个明确的标准，要考虑文章的政治导向性、科学性、可

指导性、针对性、启发性、趣味性和可读性［６］。科技期

刊如果不能坚持学术上的独立性，彻底成为学术评价

的评判者，将很难保证学术公平；如果不能创造有利于

学术争鸣和学术创新的良好学术生态，其结果必然导

致载文质量低下，并最终造成学术导向的失范。

３３　学术不应成为科技期刊经济指标的牺牲品　当
下的实际问题是，在科技期刊经济指标的重压下，编辑

往往容易陷入学术公平与经济指标的单向选择囹圄。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大环境中，科技期刊编辑尤其

需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正确对待并处

理“两个效益”的关系，力求“两个效益”的最佳结

合［７］。追求发展和获得物质利益并没有错，但我们不

能忘记科技期刊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有其特殊的属性，

即社会属性；因此，我们要从过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转

向效率和公平兼顾，应高度重视其社会效益和体现其

人道化的本质。其实，“学术公平”意识不是一种抽

象，它就存在于每一个编辑的审稿和选稿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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