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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科技期刊属性分析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主要
包括：弘扬科学精神，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倡导学术争鸣；关注

国家大事，及时报道相关事件；规范使用文字和科学符号，维护

中文的严肃性；关心科研成果的应用，服务产业发展；注重科研

成果和技术保密，保护知识产权。提出了科技期刊编辑社会责

任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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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是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

有的相应的职责与义务［１］。黄怡胜［２］将编辑统一定

位于“社会服务者”的立体角色上，孙晓玲［３］全面地论

述了科技期刊编辑社会责任的价值本源。游苏宁等则

从６个方面论述了科技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并呼吁
编辑积极承担其社会责任［４５］。霍永丰等［６］基于医药

科技期刊的社会属性分析了其社会责任，并提出了践

行相应社会责任的方式与策略。关于科技期刊的属性，

袁锦文等［７］、王慧兰等［８］认为，主要包括政治、文化、信

息和商品属性，以政治属性为主导。颜帅等［９］依据高校

学报的特点分析了高校科技期刊的６种属性。
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的属性主要表现为科学性、时

效性、规范性、服务性以及商品性。科学性在科技期刊

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有体现，是编辑工作必须遵循

的原则；时效性主要体现在及时地将最新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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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性强的成果得不到较好的表述，编辑初审难以对创

新性作出中肯评价，致使许多优秀研究成果在初审阶

段被退稿，导致不能在第一时间发表，甚至造成知识产

权的丧失。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可要求作者及其科研合

作者按一定要求提供论文创新性说明。编辑初审时可

参考，通过前４个方面的评价查证核实，得出中肯的评
价结果。

４　结束语

　　创新性是科技学术论文的灵魂，是高水平学术论
文的首要质量条件。编辑初审是审稿流程的第一道程

序，应将创新性评价作为第一要务，确定论文的创新特

色，查证创新特色的真实性，判断创新的可信度和研究

起点，为专家评审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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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期 肖唐华等：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

新闻事件、科学思想传播给读者［１０］；规范性主要体现

在编排的标准化及规范化，以及文字、符号的正确使

用；服务性主要体现在服务于科学研究、产业发展以及

为国家和政府制订相关的政策提供科学参考。此外，

科技期刊具有一般物质商品的特点，同时由于它是科

技知识的载体和传播的媒介，因此还具有知识产品的

属性。科技期刊的属性体现出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

责任。

１　科技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

１１　捍卫科技论文的科学性，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科
技期刊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的展示园，也是知

识积累和传播的重要媒介；因此，捍卫科技论文的科学

性，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是科技期刊编辑的重要社会责

任。龙协涛［１１］强调编辑必须维护学术尊严，绝不可为

以学术赝品、学术次品提职称提供便利。目前我国学

术论文数量急剧增长，其中有部分论文并不具有真正

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评职称等

个人需要而做的拼凑或重复发表；另外，由于科技期刊

编辑过分追求前瞻性、创新性，一些学术不端行为者有

可乘之机，使拼凑甚至杜撰之作得以登上学术期刊：因

此，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培养自身的专业素质和科学精

神，主动捍卫科技论文的科学性，从而为减少并最终杜

绝这种学术不端行为起到应有的作用。

１２　弘扬创新、质疑的科学精神，倡导学术争鸣　由
于科技期刊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因此，弘扬创新、质

疑的科学精神，倡导学术争鸣亦是科技期刊编辑的社

会责任。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质疑、创新的过

程，科技期刊编辑在维护科学研究的真实、可靠性的前

提下，应倡导学术争鸣，特别是对与权威论点或者与权

威人士论点相左的论文，不能轻易否定，而应该采用科

学的方法进行审察和评价。过去的经验表明，即使是

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也出现过由于主编或编辑的失

误，把一些最具创新的论文拒之门外，甚至推迟了研究

成果应用的时期；因此，科技期刊编辑要不断地学习，

提高鉴别能力，更应时常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１３　关注国家大事，及时报道相关事件　关注国计民
生大事，特别是一些突发性事件，及时组织报道，并根

据需要及时组织刊载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为政府制

订应对措施提供参考。例如，在“Ｈ１Ｎ１”发生时，医学
学术期刊及时对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以及治疗的最

新研究进展进行报道，由于科技期刊的权威性和科学

性，这对大众对“Ｈ１Ｎ１”有了更好的理解，从而对稳定
大众的情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相关政府部门制

度应对对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４　规范使用文字及科学符号，维护中文的严肃性　
科技期刊作为知识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是中华民族甚

至是世界人民永远的精神和文化产品，必须采用规范

性的中文表达。尽管由于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在大众

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时髦词语，对丰富日常生活

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些词语有相当一部分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自动消失，科技期刊作为长期可保存的知识

产品是不允许使用这些词汇的。另外，科技期刊中论

文有大量的图表、符号以及公式等，其表达方式必须标

准，以便于国际交流与沟通。

１５　关心科研成果的应用，服务产业发展　由于我国
科技期刊绝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国有单位，而且由于

我国研究的投资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因此，科研

人员关注的是如何获得科研成果、发表论文，而对于科

研成果的应用则关注不够，这也是造成我国科研成果

转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的应

用都缺乏足够的关注度，科技期刊编辑忽视这一问题

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多地依赖于其科技的进步，因

此，科技期刊必须关注科研成果的应用，从而为相关产

业发展提供服务。例如，《中国油料作物学报》长期以

来关注我国油料产业，组织一些专家从技术的角度对

油料产业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供决策部门

参考，为我国油料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做了相应的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１６　注重保密创新成果与技术，保护知识产权　由于
科技期刊的知识产品属性，科技期刊编辑应肩负起对

创新成果与技术保密的社会责任，维护国家、科研单位

及个人的利益。由科技期刊编辑的疏忽使某些技术泄

密，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引

起科技期刊编辑的高度重视，增强保密意识。另外，在

合作作者及资助项目等与著作权及产权相关的内容

中，也应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好各方的关系，

自觉维护各相关方面的知识产权。

２　科技期刊编辑社会责任的实现

２１　培养并加强科技期刊编辑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
养　要维护科技期刊的科学性，首先科技期刊编辑应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其次科技期刊编辑

要不断学习，加强培养自身的专业素质，提高对科技论

文的评价和鉴赏能力。尽管科技期刊有较为完善的审

稿制度和具有一批学术造诣较深的审稿专家；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有可能造成审稿失察，因此，科技期刊的学

术把关不能完全依赖于审稿专家，科技期刊编辑必须

具有一定的评价能力，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理解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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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能依据专家意见对论文作

出综合评价，从而减少甚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此外，科技期刊编辑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还应表现

在，克服过度追求科技期刊的前瞻性和学术垄断性从

而为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便利，例如著名的“索卡尔事

件”，就暴露出《社会文本》编辑客观与理性、质疑与批

判、平等与公正等科学精神的缺失［３］；因此，科技期刊

编辑应以此为戒，加强自身的科学素质培养，通过编辑

工作弘扬科学精神。

２２　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树立敬业精神　科技期刊编
辑的职业道德修养对科技期刊质量的影响，以及如何

提高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修养已有很多研

究［１２１６］。在科技期刊生产的各个环节中都体现出科

技期刊编辑的道德修养，影响着各环节工作完成的质

量和程度，最终决定科技期刊的质量。首先，科技期刊

编辑应对职业道德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是一切

行为要符合科技期刊的属性，以科学性为核心；其次，

在编辑工作中自觉克服由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而导致的

编辑行为的偏离；第三，树立敬业精神，将科技期刊编

辑工作作为事业来做，把办好科技期刊作为自己的毕

生追求，因此，无论处在何种条件下都能自觉恪守职业

道德，做好各项编辑工作。

２３　严格执行稿件评审制度，做好情报信息的收集和
运用　目前的一稿多投问题，其本质是对科学的不尊
重，是一种欺诈行为，同样与科学精神相悖。龙江［１７］

对科技论文中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对学术界的影响

和危害、产生的原因以及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进行了

系统阐述。如何有效地防范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科技

期刊编辑一是要严格执行稿件评审制度，拒绝人情稿

和审查不严；二是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增强识别能力。

目前国内数据库已开发出有关学术不端行为审察软

件，可以参考利用，同时科技期刊编辑还应时常查阅相

关文献，做好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些信

息来杜绝一稿多投事件的发生。科技期刊编辑界还应

联合起来，对于查出的一稿多投的作者，共同拒绝刊发

其论文，从而对作者产生威慑力，并在全社会形成以一

稿多投为耻的氛围，彻底消除作者的这种有意行为。

２４　协调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科技期刊
首先是一种商品，具有普通商品的一般属性，追求经济

效益是其目标；但是，科技期刊不是一般的商品，还具

有知识产品的属性，因此，其目标不能完全是追求利润

最大化。所以，要协调好科技期刊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之间的关系，使科技期刊不仅行使好科学技术和

知识载体与媒介的功能，而且在市场经济中还要不断

发展壮大，步入良性循环当中。科技期刊编辑在办刊

过程中，应将质量放在首位，一切编辑活动均应服从于

这个根本目标，即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争取经

济效益，只有这样经济效益才能得到保障。目前，由于

少数科技期刊过分注重经济效益，盲目提高发表费，甚

至只要给钱就发表，为粗制滥造甚至虚假之作的刊发

提供了方便，短期来看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长

期的结果必将葬送科技期刊。同时，这种行为也败坏

了科学精神，破坏了社会文化环境，对社会的危害是极

大的，应引起编辑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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