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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科技期刊电子稿件的证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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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为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法理法条规
定来约束和规范科技期刊电子稿件的编辑、出版工作，探索并

以期解决科技期刊电子稿件的证据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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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以电子稿件的形式投稿，已被科技期刊广

泛接受，同时，电子稿件的出现还给编辑工作带来了一场

从形式手段到思想理念上的革命；但是，电子稿件的证据

效力也不容忽视。现就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和书面证据

等问题，对科技期刊电子稿件的证据效力作如下分析。

１　科技期刊的电子稿件及其现状

１１　电子稿件的内涵　科技期刊的电子稿件，亦称电
子版稿件、数字版稿件、光盘版稿件、网络版稿件，是指

以电子、光学、磁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

科技论文的信息。科技期刊电子稿件符合２００５年４
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
称《电子签名法》）规定的数据电文的范畴，因此，科技

期刊电子稿件在组稿、收稿、审稿、编辑加工、作者校

对，以及终审、终校、发排、出版等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工作中遇到的法律责任问题，均可依据《电子签名法》

规定进行规范和调整。

１２　电子签名认证　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的电
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

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所谓电子认证就是依据《电子

签名法》来规范电子签名行为，确立电子签名的法律

效力，以维护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合法、有效的电子

签名是由签名人向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申请的电子签

名认证证书。规范、合法、有效的科技期刊电子签名应

包括电子签名人（制作数据者）、电子签名依赖方（信

赖电子签名认证从事活动者）、电子认证机构（第三方

认证）３大要件，不可或缺［１］。

１３　电子稿件的电子认证情况　选择中华医学会系
列杂志１１８种，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６３种，河北
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单位会员所办科技期刊１１０种，
随机抽取其中的５０种，通过现场调查、电话咨询等方
式收集该期刊是否采用电子认证依法保留电子稿件资

料。结果是，５０种科技期刊均以电子函件、软盘、光盘
的方式接收原稿、回修稿等电子稿件，并且做到在线对

电子稿件的审稿、校稿、编辑加工等进行一般处理，但

是，５０种科技期刊并无一种开展电子认证工作。

２　电子稿件的书证属性

２１　表达内容　电子稿件其本质为纸质稿件（科技
论文）的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转换形式，电子

稿件与纸质稿件相比，除介质不同外，其所表达的信息

内容完全相同，从证据法角度看，纸质稿件属于书证范

畴；因此，电子稿件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效力也应该与

纸质稿件是完全相同的，不难理解，电子稿件具备书证

属性，应归入书证范畴。

２２　介质形式　从电子稿件的内涵和本质来分析，电
子稿件显然属于《电子签名法》所称的数据电文，而数

据电文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１１条规定的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

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

表达所载内容的形式”的规定词项，故可以推断得出

电子稿件属于书证范畴。

３　电子稿件的证据效力

　　从证据法角度讲，科技期刊的电子稿件要具有证
据效力，必须满足２个条件：一是电子稿件书证本身是
真实的；二是书证电子稿件所表达的内容可对待证事实

能够起到证明作用。前者属于形式上的证据效力，主要

需验证签名的真实性；后者属于实质上的证据效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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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考证内容是否真实可靠，与待证事实有无关联性。

在实践中，法院认定待证事实采信的书证，必须既有形

式上的证据效力，又有实质上的证据效力，是这２种证
据的统一［２４］。

３１　形式上的证据效力　确认电子稿件有无形式上
的证据效力，其标准是看本人或其代理人的签名是否

真实。《电子签名法》可以保障电子稿件形式上的证

据效力［５］。

３．１．１　电子签名可行　长期以来，考证电子签名的真
实性、可行性、可靠性等法律效力，一直是困扰着科技

期刊电子稿件处理工作的难题，而《电子签名法》则为

确定电子稿件的电子签名证据效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第３条规定的不适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相关文
书，电子稿件并不在该法规定的排除范围之列，这也就

是说将电子签名应用于电子稿件处理是完全可行的。

３．１．２　电子签名可靠　《电子签名法》第１４条规定：
“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电子稿件电子签名的法律效

力问题。对于“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法》第１３
条规定为：１）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
电子签名人专有；２）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仅由电子签名
人控制；３）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
够被发现。科技期刊的电子签名倘若如此，即可视为可

靠的电子签名，它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效力。

３２　实质上的证据效力　判断电子稿件是否具备实
质上的证据效力的标准，是看其所载内容的真实可靠

性和待证事实有无关联性。

３．２．１　电子稿件完成过程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始
性　要保证电子稿件在科技期刊出版工作各环节生
成、传输和保存过程中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始性，可

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１）电子认证技术。电子认证又称身份认证，是指
在商务环境下，为了保证网络上数字化业务应用的安

全性，由第三方发放具有一定格式内容的数字证书，并

对数字证书进行确认的过程，用以证明科技论文电子

稿件收发内容是否一致，进而证明其原始性和真实性。

２）自动生成技术。电子稿件可由相应的模板自
动生成，在此过程中，即附加相应的生成信息，使电子

稿件具有特殊的印证，确保其原始性。在存储电子稿

件时，可使用密钥加密后格式满足电子稿件的安全要

求。电子稿件在存放和传输过程中，均为加密文件，确

保文件在中间环节的完整性。

３）加密技术。电子稿件可采用“双密钥码”加密，
在科技期刊稿件处理系统中的每个电子稿件用户拥有

１对密钥，一个是可以公开的加密密钥，另一个是严格

保密的解密密钥。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公开密钥

来收发电子稿件，从而保护电子稿件在传输过程中的

原始性和真实性［６］。

４）修改留痕技术。就是保留修改痕迹。凡经签名
确认的电子稿件，均不能再修改，但可被指定的上级编辑

或领导修改。电子稿件的载体是计算机服务器，电子稿

件处理过程中的每一次签名均记录为服务器时间而非工

作站计算机上可任意修改调整的时间，在服务器这一载

体上，准确的时间记录和电子签名技术从根本上保证了

电子稿件内容的书写、签名，以及修改全过程的时间准确

性和不容置疑性，从而使因电子稿件引起的作者著作权

等纠纷质疑电子稿件责任真实性问题得到很好解决。

３．２．２　电子稿件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　与待证事实
具有关联性，是电子稿件具备实质上证据效力的基本要

件。在实践中把握关联性可分３个方面：１）这个证据能
够证明什么事实；２）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
是否有实质意义；３）法律对这种关联性是否有具体要
求［７］。电子稿件以电子书证形式出现，这就要依靠系统

环境证据来展示电子稿件在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

全过程。系统环境证据是指数据电文运行处的硬件和

软件环境，即电子稿件编辑工作中的收发、生成、储存、

传递、修改、增删等过程中所依靠的电子设备和操作系

统环境，用作对庭审时或鉴定时显示数据电文的证据，

以确保该数据电文证据以其原始面貌展现于庭上。

科技期刊电子稿件的证据效力是科技期刊在线工

作必须重视的问题。从本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科技

期刊１００％接收电子稿件，但均未申办电子签名认证
证书。电子稿件给科技期刊建设带来质的变化，也为

其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机遇。随着科技期刊网络计算机

化的发展，电子稿件的证据效力问题将会越来越引起

业界人士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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