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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对科技期刊中作者信息刊载意愿的调查

吴红艳　王菊香　刘义兰　颜巧元　宋春燕
《护理学杂志》编辑部，４３００３０，武汉

摘　要　采用《科技期刊中作者信息刊载意愿调查表》，对８１
名作者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作者对论文中刊载电话和照片表

现出非常强烈的排斥心理，其次为网址和籍贯。其原因主要是

担心个人隐私暴露及他人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商业活动甚至诈

骗。认为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形成统一规范的作

者信息著录标准，著录合适的作者信息，既利于保护作者隐私，

又便于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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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关科技期刊论文中著录作者信息利

弊分析文章不少。有研究者提出应强化作者信息，以

便于读者与作者进行交流，便于检索及情报研究人员

进行各种统计分析与评价［１］，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应简

化作者信息，以保护作者的个人隐私［２］；而这些研究

都是由编辑与出版、图书情报人员从自身的角度进行

探讨的，没有考虑到广大作者的意愿和话语权。鉴于

此，本研究针对作者就论文中刊载作者信息的意愿进

行调查，旨在了解作者的意愿，为规范作者信息的著录

内容，寻求两者间的平衡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采用抽样法，从《护理学杂志》的作者群中随机抽
取８１名作者进行调查。男２名，女７９名；年龄２５～４９
岁，平均（３８．３７±５．９７）岁；大专７名，本科５２名，硕士
２２名；初级职称 １２名，中级 ３９名，副高级／高级 ３０

名；无行政职务２９名，有职务５２名。
调查表由笔者在参考有关文献［１８］的基础上自行

设计，内容包括：１）作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职称、职务；２）对文章中刊载作者信息的意愿，包括
姓名、单位、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学历、职称、职务、研

究方向等专业信息，以及地址、邮编、电话、传真等联系

信息，共２１个条目，每个条目设非常愿意、比较愿意、无
所谓、不太愿意、非常不愿意５个选项，由作者单项选
择；３）对刊载作者信息的总体意愿，此为开放式问题，作
者可自由回答。调查表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出研究目

的，表明调查为无记名形式，并仅限于此项研究。

在作者库中随机提取邮箱地址１００份，将调查表以
电子函件的形式群发给作者，作者自行填写后发回。发

出问卷１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８１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１％。
对调查结果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描述。

２　结果

２１　对刊载作者信息的意愿　见表１。

表１　作者对作者信息的刊载意愿（ｎ＝８１） 人数（％）

作者信息内容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无所谓 不太愿意 非常不愿意

姓名 ７３（９０．１） ８（９．９） ０（０） ０（０） ０（０）
单位 ７４（９１．４） ６（７．４） １（１．２） ０（０） ０（０）
性别 ５６（６９．１） １２（１４．８）１３（１６．１） ０（０） ０（０）
年龄 ２４（２９．６） ２２（２７．２）２５（３０．９）１０（１２．３） ０（０）
民族 ３２（３９．５） ８（９．９） ３９（４８．１） ２（２．５） ０（０）
籍贯 １８（２２．２） １３（１６．０）４０（４９．４） ８（９．９） ２（２．５）
政治面貌 ６（７．４） ４（４．９） ６０（７４．１）１１（１３．６） ０（０）
照片 ２（２．５） ８（９．９） １２（１４．８）４６（５６．８） １３（１６．０）
学历 ３８（４６．９） １６（１９．８）２３（２８．４） ４（４．９） ０（０）
职称 ３４（４２．０） ２６（３２．１）１７（２１．０） ４（４．９） ０（０）
职务 ２４（２９．６） ２４（２９．６）２７（３３．３） ６（７．４） ０（０）
研究方向 ４１（５０．６） ２８（３４．６）１０（１２．３） ２（２．５） ０（０）
研究成果 ４０（４９．４） ２３（２８．４）１４（１７．３） ４（４．９） ０（０）
承担课题情况 ４２（５１．８） ２０（２４．７）１７（２１．０） ２（２．５） ０（０）
通信地址 ４１（５０．６） １８（２２．２）１７（２１．０） ５（６．２） ０（０）
邮编 ４９（６０．５） １４（１７．３）１６（１９．８） ２（２．５） ０（０）
固定电话 ４（４．９） １４（１７．３）１６（１９．８）３１（３８．３） １６（１９．８）
移动电话 ２（２．５） １４（１７．３） ６（７．４） ４９（６０．５） １０（１２．３）
传真 １７（２１．０） ２２（２７．２）３４（４２．０） ８（９．９） ０（０）
网址 ２０（２４．７） ２３（２８．４）１８（２２．２）１６（１９．８） ４（４．９）
邮箱 ３０（３７．０） ２３（２８．４）１４（１７．３）１４（１７．３） ０（０）

２２　对刊载过多作者信息的看法　被调查的８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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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２人（２．５％）对刊载作者信息持积极态度，认为应换
位思考，自己作为读者时很想了解这些信息，便于学习

和交流；２人（２．５％）持中立态度，认为无所谓，可以相
互交流；其余７７人（９５．０％）总体认为不可过多刊载个
人信息，其原因是出于多方面的综合考虑，见表２。

表２　作者不愿意刊载过多作者信息的原因（ｎ＝７７）

项　　目　 人数 比例

不喜欢个人隐私公诸于众 ５６ ０．７２７
担心他人利用自己的信息进行商业活动 ５４ ０．７０１
担心学历或职称不高等让人产生偏见 １０ ０．１３０
有些内容与学术无关，也不影响交流，没必要公开 ６ ０．０７８
担心信息暴露给自己造成安全隐患 ２ ０．０２６

３　讨论

３１　对作者信息刊载意愿的分析　毋庸置疑，对于读
者、编辑及图书情报人员，作者信息都具有很大的价

值：读者通过作者信息可以了解其基本情况，并对所感

兴趣的问题与作者进行交流和探讨；编辑人员通过作

者信息可以了解并收集作者的研究方向，便于选择合

适的专家进行组稿与稿件送审；图书情报人员通过作

者信息可以进行各种统计分析。

但与此同时，作者信息又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人

类文明程度的进步，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加强。

由于性别、年龄、学历、职称、职务等涉及个人隐私，有

些作者不愿意将这些信息公诸于众；但长期以来，期刊

中需要作者提供什么个人信息，都是期刊部门说了算，

作者处于弱势，有时尽管不太乐意，而为了文章能够顺

利发表，也只能“委曲求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这

些基本信息，作者比较乐意刊载，因为署名毕竟是一种

荣誉的象征；对于年龄、邮箱、职称、职务等信息，虽然

部分作者存在顾忌，但尚无十分不愿意者；作者对电话

和照片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排斥心理，其次为邮箱和籍

贯，其原因主要是担心个人隐私暴露及他人利用这些

信息进行商业活动，还有部分作者担心自己的学历、职

称不高，可能使读者及编审人员产生偏见，影响对文章

本身学术价值的评价。

３２　思考与建议　在这个信息资源十分丰富的年代，
如何让作者信息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又不至于违背作

者的意愿，寻求两者间的平衡非常重要。笔者根据本

次调查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１）著录适当的作者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对于作
者信息，著录项目最多的期刊已达１８项，最少的２项，
最多和最少相差１６项［８］。过多的作者信息容易造成

喧宾夺主，分散读者对学术内容的注意力，增加编辑人

员的负担，且增加了作者暴露过多信息造成的心理压

力；过少的作者信息不便于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交流以及

图书情报人员的统计分析，甚至有时给作者自身的维权

造成困难。作者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在发表文章时是作

者，不希望自己过多的信息被他人知晓、被他人议论；但

在阅读期刊时又是读者，希望他人有详细的信息供自己

所用。这种心理是矛盾的，但又是可以通过换位思考达

成一致的。对于作者愿意刊载的姓名、工作单位等必要

的信息，应翔实，如工作单位应具体到科室，便于作者维

权和与读者的相互联系；对于作者强烈反感、与学术内

容关联不大的信息如照片、电话等，可以摒弃；对于作者

不太反感，而读者及图书情报人员确实需要的信息如邮

箱、学历等，属于可商讨的范围，可选择性刊出。

２）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形成统一、规范
的著录标准。由于目前期刊管理部门及国家标准中并

未对学术期刊中作者信息的标注内容作出具体的规

定，造成科技期刊各自为政，刊载的作者信息五花八

门。期刊管理部门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在维护作者权益的基础上兼顾读者及科技情报部

门的需要，形成统一的、适当的作者信息著录标准，以

消除期刊中作者信息刊载内容不一的乱象。

３）期刊社或编辑部应建立健全作者库。无论如
何，作者信息对于期刊编辑部而言，都是一种丰富的资

源。期刊社或编辑部可以在作者自愿的基础上，让作者

在刊载必要的个人信息之外，提供更为详细的不对外公

布的个人信息，以备他用，比如发现和培养作者、聘请审

稿专家、选择组稿和约稿对象，等等。一般而言，大多数

作者还是比较愿意向编辑部门提供这些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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