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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生论文署名权正名

佟屏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文章针对科学论文署名过多、署名越位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指出科研论文署名越位的 ４个成因；

提出规范论文署名的办法：一是严格执行研究生论文 “一名制”；二是逐步取消学术刊物的行政级别；三

是加强责任人认定制度；四是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道德。

关键词　研究生论文　署名权　越位　规范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３０８　作者为研究员

　　 农业科研和教学领域每年都要招收数万名
（硕士、博士）研究生，对毕业的研究生最重要的

评价标准就是通过 “学位论文”。科研论文都有一

个署名权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问题，它标志研究生对知
识产品做出的贡献，既表明知识产权所有，又表示

对所表述的观点负责，也显示研究者的学术水平。

在论文上署名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随着科

研领域虚夸浮躁之风的弥漫，署名多、乱、杂成为

亟待正名的问题。

１　署名过多

科学论文署名权表示研究者对所研究问题做出

的贡献，也是对其业绩的认定，这是国际上的通行

规则。署名权定义为 “对已发表的研究内容负责，

并对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而 “对于论文提

出过建议、给予过技术性帮助或仅仅搜集过资料的

人不能算是作者。另外，并未做出实际贡献的研究

小组的领导或负责人不应加入到作者名单之中，最

多只能在致谢辞中提及”
［１］
。

我国 《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署名权解释：“署

名权是指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及其复制件上标记

姓名的权利，也称作姓名表示权。署名反映的作者

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署名人是一件作品的

创作者。署名权只能是真正的作者和被视同作者情

况下的法人和非法人单位才有资格享有，作者以外

的任何人都无权享受，所以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

权利，即作者资格权”，即 “作者以外的任何人都

无权享受”
［２］
。

《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先生在 《学

术责任》一书中评论 “赠予署名” （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他说： “不管动机如何，这种行为都
将作者以及科学事业置于危险的境地。对作者而

言，当被问及有关工作时，他对此可能一无所知；

而当该工作被证明为错误或有欺骗性时，其处境就

会更糟糕。对整个学术界而言，这种行为是在加剧

混乱，使人们无法得知究竟谁应该对学术工作负

责”。 “赠予署名不仅使人们混淆了真实的作者，

将荣誉给了那些不该获得荣誉的人，如果还存在不

端学术行为，对无辜的合作者也会产生负面影

响”
［３］
。

论文署名有一个排序问题，它表述的是作者在

论著中的实际贡献和水平。１９９１年 １０月，中国科
学院１４位学部委员联名发表 《再论科学道德》郑

重指出：“只有对一篇论文从选题、设计、具体实

验到得出必要结论的全过程都有了解，并确实对其

中一个或几个具体环节做出贡献的，才能当之无愧

地在论文上署名。如只具备后者 （参加实验工

作），可由作者在文末致谢，但不宜作为作者之

一，因为他无法对论文负责”。就是说，署名作者

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研究工作，对论著的内容和观

点了解并承担责任。

时下以科研论著评价科研水平，更着重的是论

文数量。农业科研单位经常遇到然而又很难定性的

问题，即最小发表单位 （Ｌｅａ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ａｂｌｅｕｎｉｔ简



称 ＬＰＵ），意思是：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能够
以最小信息量发表最多的文章，即以牺牲质量为代

价、稀释科研信息、追求最多发表数量的策略，以

此博得集体成员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某省农业大学

聪明的研究生导师采取将一个完整的试验分拆成许

多小试验发表，让每一位研究生的论文都能实现署

名 “共享”。举例而言，关于农作物生物学系统研

究，实际上是一个研究整体，但导师把它分解为根

系、茎秆、叶片、籽粒等多篇试验报告。关于农作

物生理学系统研究，本应该在一篇研究报告中写出

对氮、磷、钾、钙、铁、锌、铜、锰等多种元素的

测定结果，而导师把它分解为每一种元素的研究报

告。这样导师和研究生在分拆论文中多次署名，每

人就可以获得较多的论文署名几率。业界人士把这

种化整为零的投机性作法戏称为 “一个鸡蛋炒几

样菜”，论文数量增多，内容浅薄，质量下降。

２　署名越位

时下研究生论文署名越位现象比较普遍。一般

来说，硕士生或博士生撰写毕业论文，都是在导师

指导下，经本人的酝酿、思考、实验、分析，最后

写出研究论文。研究生论文写作是创造性科学研究

的一部分，是研究生本人多年辛勤劳作的成果，也

用来评价其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严格地说，此类

论文的署名权只限研究生本人。对于指导他的导师

以及帮助做实验的人员，按惯例应在文末致谢。此

规长期遵循，而今花样别出，除了导师署名排序第

二，师兄弟、师姐妹相互署名，有的 ３～５位，有
的６～７位，联合署名成为一种潜规则。从随机对
《作物学报》的统计，研究生以个人署名的论文逐

年减少，１９８３年为 ２８５％，１９９３年为 １１７％，
２００３年仅为１２％。人们自然会质疑，研究报告代
表的是群体研究水平呢？还是个人研究水平呢？

唐纳德·肯尼迪先生谈到研究生论文署名问

题：“主要由学生独立完成的论文，却把导师的姓

名加在了上面。甚至连学生的博士论文也允许师生

共同署名，这不仅影响到对学生学术工作独立性的

评价，也对博士论文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挑战。博

士论文本身就意味着是一项具有原创性的工作，学

生通过它来表明自己已经作好了独立从事学术职业

的准备。但如果博士论文由学生和导师共同署名，

那么只会出现以下的情况，要么研究工作确实不是

学生独立完成的，此时就不应该称之为博士论文，

要么就显然是另一种 ‘赠予署名’行为”
［３］
。

一位博士生导师认为：“一般来说，公开发表

一篇有学术意义和使用价值、并有创造性成果的论

文，是属于作者的一种荣誉。荣誉明确地表现在 ３
个地方：作者名单、对有贡献者的致谢、参考文献

或引文目录。在作者名单中，名字排列越靠前，意

味着对论文的贡献越大。现在多数学术期刊要求，

只有当某人对论文做出了直接和实际贡献时，才能

在文章上署名。因此，在论文上署名涉及荣誉的分

配问题，特别是学术论文核心的创造性成果，有时

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因此，在论文上署名，应该是

十分慎重和认真对待的事情，因为它不仅涉及荣

誉，也涉及出现问题时应该承担的责任”。 “导师

不应该共同署名的情况有：一是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与导师毫不相关；二是论文中的一切工作都是研究

生自己完成的，与导师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导师也应拒绝署

名”
［１］
。

导师在研究生论文上署名，有的竟然成为第一

作者或第二作者，新近又出现 “通讯作者”称谓，

在作者名字上打个星号，以标示知识产权的法人身

份。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生 “傍”导师，

即导师和学生共同署名，导师署名首位比较容易发

表；另一种是导师 “傍”学生，导师忙于政务，

无暇科研，但又要升职提级，导师名字排在后位，

沽名钓誉，借梯攀楼。从法律角度看，署名权是著

作权的一种，如果研究生论文确实包含着导师的劳

动成果，如论文框架的确定，主旨思想的形成，关

键性资料的搜集等，导师署名无可厚非，否则就是

侵犯了学生的著作权。作者询问了几位 “愿为他

人做嫁衣”的博士，贡献 “第一署名权”有没有

怨言，大多数初涉科研领域的青年人表示无奈。现

实生活中确有一些恪守科学规范的导师做到 “出

淤泥而不染”，但更多的导师默认这种潜规则并乐

享其成。毕竟这种做法既帮助后辈亦体现自身价

值，还能为自己科研成果增光添彩。

３　越位成因

科研论著和学术刊物作为科研成果传播的集散

地，既是论文发布的主要平台，也是考核科研成果

质量的最后 “关隘”。也就是说，主要是依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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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数量评价其学术水平，而

且评价标准与刊物等级、署名位次等密切相关，这

就使农业科研论文署名越位现象日趋严重。如下原

因成为科研人员抢夺的 “制高点”。

３１　科技论著与职称挂钩
农业科研单位采用量化管理评价体系，管理部

门在编写科研工作总结时，要统计本单位全年发表

了多少篇文章，有多少万字。特别是在职称评定

中，科技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指标占有一定份额：写

了多少文章，排序是第几位，在什么等级刊物上发

表。研究生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倾注

了大量心血，那是多年潜心钻研的结晶，但往往因

为与一般性文章放在一起同等计量而被掩盖。发表

论文要收版面费，一些优秀论文因付不起版面费而

不能面世，而一些质量低劣的文稿却可能顺利发

表。有些研究生为获得版面费资助，不得不与科研

或写作论文无关人员共同署名。

３２　限定发表论文指标
科研单位注重研究论文被 ＳＣＩ收录指标①。有

的单位硬性规定，在读博士要发表１篇以上被国际
三大检索机构收录的学术论文，在读硕士要求在核

心刊物发表１篇论文，否则就不能通过。农业科学
一面是研究周期很长，一面是要求快出论文，在此

量化指标压力下，研究人员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发表

论文，如化整为零、一稿多投，而署名越位或相互

署名成为首选。

３３　农业科研核心刊物偏少
应该说，根据学术刊物级别和类别评价论文的

质量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核心期刊有较长的办刊

历史、水平较高的专业编辑以及在专业领域具有较

强鉴别能力的审稿人。而在现行认证和评价体系

下，高级别的刊物就那么几家。以作物科学为例，

被称为 “一级”刊物的只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

的 《中国农业科学》、《作物学报》、《作物遗传资

源》；中国科学院主办的 《遗传学报》、《植物生理

学报》、《生态学报》；其他各专业研究所或省级学

会主办的 “学报”或 “通报”屈居二级。但每年

全国农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在读硕士、博士以

及科研人员，都在等待发表研究报告，促使大量论

文涌向挂靠 “高级别”的核心期刊。而核心期刊

的确定标准与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从而

构成了以行政级别而非学术水平评价论文水平的现

实，导致了期刊间的不平等竞争。处于转型期所特

有的农业科研 “跃进”形势，使所谓的学术论文

批量生产，造成学术期刊容量 “供不应求”，以及

供需严重不对称的卖方市场。

３４　版面与金钱的交换
按照价值规律，期刊有限而论文无限，版面有

限而渴求无限，由此产生了刊物或版面的寻租现

象。一项调查表明，１８０位在读博士中，有六成的
博士生承认掏版面费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因刊物档

次不同，版面费从几百元至上千元，共同署名能分

担高额版面费，缓解每个人的经济压力。有些刊物

规定优先发文的 “潜规则”，即有位子的发，有票

子的发，有面子的发，仅只有学术水平的文章比较

难发。有些核心期刊主编为适应论文快速增长的需

求，以 “正刊”不足大力扩充 “增刊”、“专辑”、

“副刊”，这就使得核心期刊资源成为各方抢夺的

滩头阵地，“主编”也由过去的学界边缘人士成为

科研舞台上的活跃角色，从 “为他人做嫁衣裳”

的 “幕后英雄”，扮演起号令学者的 “无冕之王”。

刊号费、审稿费、版面费、加急费，让一些本是传

播科学研究成果的公益性平台，蜕变成获取经济效

益的产品生产线。

４　规范署名

研究生 “学位论文”是学生进入专业领域的

标志，表示知识、能力、技巧、学术等多方面的综

合水平。应该尊重研究生的劳动和荣誉，规范署名

权。

４１　严格执行研究生论文 “一名制”

作者郑重建议：研究生论文体现的是个人的科

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导师以及辅助人员只在文下注

明或致谢。有必要制定一份有关研究生学术论文的

发表规则，内容包括： （１）论文必须具备的条件
和内容。要求有科学实验及可见的实物等； （２）
论文审查 （包括经导师过目），最好有导师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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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ＣＩ的全称是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翻译过来就
是 “科学引文指数”。这个指数的定义是，某刊物在一段

时期内 （一般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做分母，引用这些文

章的次数做分子，得出来的一个数字。这个指数原本是用

来评价刊物的，中国人用来评价科学家。ＳＣＩ指数越高，
发表的难度就越大，对于外行来讲，意味着作者的本事越

大。管理者就用 ＳＣＩ机械地衡量科学家的水平。



中创新点予以说明和推荐，并签字负责； （３）共
同发表论文的署名必须经当事人同意和认可，责任

应由署名者共同承担； （４）如论文存在剽窃抄袭
内容，应撤销一切由于学术论文发表而获得的奖励

证书 （发表论文毫无必要发给证书奖励等）、称

号、物质奖励；其导师亦应根据情节停止招生、撤

销导师资格等。

４２　逐步取消学术刊物的行政级别
淡化学术期刊的行政本位和级别影响，改革现

有学术刊物的设立制度，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

与相应的学术社团建立有机的、内在的联系。放开

学术杂志的刊号管制，逐步形成开放的、竞争性的

学术市场，在学术面前一律平等，优胜劣汰，真正

推进创新性学术的发展。

４３　加强责任人认定制度
权利和义务本来就是一个统一体，谁享有多少

权利，就要尽同等的义务。鉴于要剔除这种只图名

利、不负责任的署名作者，应该实行论文作者亲笔

签名，并填写表格注明署名人在本项研究中的贡

献，还要注明参加一种或多种研究的时间和内容：

包括实验构思和系统设计，具体操作实验并搜集和

保存资料，分析和解释原始资料，参与文稿准备和

修改等。一位资深院士建议：“科研报告署名按 １０
分制或百分制，在论文下角注明每位作者参与研究

的贡献。主研人员肯定会考虑个人的投入产出，这

样可能会有助于解决署名越位问题”
［５］
。

４４　培养科研人员科学道德
科学是圣洁的殿堂，科学研究本是一项神圣而

又崇高的职业，它需要求真务实精神和顽强拼搏的

毅力，如果心系名利而践踏科学精神，必然会毁坏

科学家声誉，败坏科学家群体的典范和表率作用。

从社会科学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来说，需培养科研

人员的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加强科学行为准则和

价值观教育，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和诚信操守，从

而从根本上革除科研论著署名越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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