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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科研人员如何防范投稿风险

张 倩，吴淑金

［摘要］分析了网络环境下非法科技期刊的特征，从期刊刊号的鉴别、核心期刊的认定、非法期刊的录用特点、投稿期刊的流程

等方面探讨了期刊投稿时的防范措施，为科研人员网络投稿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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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编辑部实现了编辑

出版流程网络化，传统意义上的纸质论文投稿、审

稿及通过邮局汇款付费等流程均不同程度地发生

变化，最常见的是自建期刊网站，使用网络投稿、在
线审稿、网上支付相关费用等形式

［1］。编辑出版网

络化给科研人员和编辑部的投稿交流带来方便，也

给非法期刊的滋生提供了新的途径，作者投稿时难

辨真伪而受骗，也对正规杂志社带来严重的社会

影响。

非法期刊的出现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利用众

多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急切心理，通过便捷的网络

投稿形式吸引广大科研人员，特别是卫生教育领域

已成为非法期刊的“重灾区”。本文主要从网络出

版环境下非法期刊的识别、期刊的选择等方面分

析，为科研人员网络投稿提供参考和借鉴。
1 非法期刊的特征

1． 1 刊物及编辑部相关信息混乱

很多非法期刊的创刊时间短，且与刊物相关的

信息混乱，大多数非法期刊的编辑部地址、社址与

办公地址分离且距离很远。而根据我国的《期刊出

版管理规定》，创办期刊、设立期刊出版单位要有与

主办单位在同一行政区域的固定办公场所
［2］。许

多非法期刊无法达到上述要求。
1． 2 刊名派头大

很多非法期刊为了吸引卫生系统科研人员的

投稿，期刊冠名为“中华”、“中国”等名头响亮的全

国性学术期刊，并且封面写满了被某数据库、学会

收录为核心期刊等字样
［3］，以吸引科研人员的注意

力。因此，面对这些“名头大”的期刊，科研人员要

保持警惕，投稿时需慎重选择。
1． 3 刊号混乱

非法期刊的 ISSN 刊号一般与合法期刊的相似

度非常高，唯一能容易区分的是 CN 刊号的标示。

国内正刊的标示都是采用 CN 双字母，而非法期刊

很多都会标 CNH 等多字母开头
［4］。

1． 4 主办单位不清

合法期刊一般有明确的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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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学期刊为例，主办单位大多数是正规的、知名

度高的学术委员会、协会、法人代表单位或卫生、教
育等政府主管部门，如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

会、某大学或某省份的卫生厅等。而非法期刊的主办

单位总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术协会与

机构，甚至有些非法期刊直接以杂志社作为主办方。
1． 5 出版周期快

正规期刊一般分为旬刊、月刊、双月刊或季刊，

其出版周期相对比较固定，并且每期刊登的论文数

量和栏目有比较稳定。而非法期刊为了最大限度

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常采用周刊或半月刊的形式

出版，每期杂志总是厚厚的一本，论文数达上百篇，

所登论文的内容包罗万象，不分专业，来稿必登。
1． 6 投稿流程混乱

现在很多正规合法期刊有自己的网上投稿平

台，方便科研人员直接填写提交，同时也方便论文

迅速分配到每位审稿专家。虽然有的杂志社仍采

用传统的邮寄方式投稿，但邮寄到杂志社所花时间

也不长。相对来说，非法期刊的投稿方式比较神

秘，一般只告知以电子邮件发送，杂志社地址以及

邮编一概没有注明，只要通过网上搜索就可以得到

一大堆的投稿信息，其中很多都是虚假信息。有的

期刊只有个人的 QQ 号码等即时通信方式，而无法

提供期刊正规的投稿方式、投稿须知等。
1． 7 非法电子杂志的“崛起”

近些年来，许多非法电子版期刊正是利用了网

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等特点慢慢地“崛起”。根据

观察可发现，这种非法的电子版期刊大行其道地挂

靠知名学术委员会的名头，采用电子版的形式发

行，论文被录用的每位作者只发给一份期刊的电子

版本，与合法期刊相似度极高。但只要把电子版与

正式学会期刊对比就很容易看出期刊内栏目设置、

风格等的不同，并且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各大网

络期刊数据库均不能查到。
2 防范措施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对非法期刊的识别能力，减

少科研人员的损失，杜绝非法期刊的滋生和蔓延，

可采取以下几点防范措施。
2． 1 查询期刊刊号

作者投稿前可以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询所

投期刊的刊号，辩别其是否是非法刊物。要辨别以

“中华”字样命名的杂志是否为相关学会主办，可以

通过登陆知名学会的网站进行查询。至于其他国

际期刊，可以通过国外著名 的 检 索 工 具，如 SCI、
MEDLINE、ISTP、CA、BIOSIS，EM BASE 等

［5］，来辩

别国际期刊是否为非法刊物。
2． 2 权威部门发布的最新核心期刊目录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从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

中遴选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概览) ”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地区高校

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编制的“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是科研人员认可度较高的权威期

刊评价性目录，科研人员从以上期刊目录里查到的

期刊即为正规期刊，并且期刊封面上均注明有: 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字样。

若所投期刊的封面只标注为某核心期刊数据库收

录期刊、卫生类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等一律不

能作为核实标准。对于查询不到或者有所怀疑而

需要进一步识别的期刊，可以登录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的网站进行查询。
2． 3 查对期刊“黑名单”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公布多批被取缔的非法

期刊名单
［6］，以“非法刊物名单”或“需要核查的期

刊”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可找到相关信息

及查实期刊的合法性。同时对审稿期特别短、稿件

要求非常低、稿费很高而不熟悉的刊物，不要轻易

投稿、缴纳审稿费和版面费，并且不要轻信网上广

告及各种邮件征稿，特别是网上搜索到的杂志社投

稿邮箱、联系电话、QQ 号等一概需注意。
2． 4 鉴辨增刊的许可性

正规期刊的增刊虽然不算非法期刊，由于个别

期刊增刊出版的数量、稿源质量和数据库收录等问

题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建议作者尽量不要投稿增

刊。《期刊出版管理条例》第 34 条规定，一种期刊

每年可出版两期增刊，但必须获得许可和增刊准印

号，其开本必须和正刊一致，并且要在封面上标明

“增刊”字样。但是不少合法期刊每年都出数本增

刊，增刊比正刊厚得多，而且往往未获得增刊许可

证，在各类文献数据库中均查询不到
［7］。因此，凡

是在录用通知单上说明以增刊形式发表的论文，各

科研人员需要加以注意。
( 下转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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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信息素养教育理念，突出信息检索的概念、原

理、分类、规则及技术。第二部分为电子期刊检索

( 第三章) ，介绍了常用书目型、全文型及开放存取

电子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第三部分为电子图书检

索( 第四章) ，介绍了不列颠百科全书、斯普林格在

线电子图书、美星外文数字图书馆、Netlibrary 电子

图书及其它常用电子图书资源的检索。第四部分

为网络信息检索( 第五章) ，介绍了综合型网络检索

工具及医学网络检索工具的应用。第五部分为常

用医学网站 ( 第六章) ，介绍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

中心及其它重要医学网站资源。第六部分为特种

文献检索( 第七章) ，介绍了专利信息、学位论文及

医学会议文献检索。第七部分为循证医学信息检

索( 第八章) ，介绍循证医学研究证据的来源与循证

医学研究证据的检索。
3 业界影响大、应用广泛

《医学信息检索》双语教材将公共英语、医学英

语、检索英语和检索知识有机整合，能够满足国内

医学信息检索双语教学和英语教学与国际接轨的

需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医学信息检索》双语教材主要适用于高等医

药院校各专业的研究生及留学生使用，也可作为本

科生、医务工作者及医学科研人员学习的参考用

书。目前国内已有多所院校将此书作为教材及重

要参考书使用。
4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充分彰显本书的特性

该书参考了大量的文献，汲取了许多专家学者

的研究精华，也融入了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

成果，在思想理论、结构体系、图文配合、检索思维

等方面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对医学信息工作者、医
学科研人员和医学生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书

后附有常用名词中英文对照表，便于读者对专业词

汇的理解和学习，体现了人性关怀。总之，该书对

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信息检索课程的双语教学

的发展和创新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该书美中不足之处是: 35 万字的篇幅难以涵盖

医学信息检索教学的丰富内容，有些似乎该介绍的

内容被舍弃，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但瑕不掩瑜，

我衷心祝贺该教材的成功!
［收稿日期: 2012－04－16］

［本文编辑: 杨春华］

( 上接第 78 页)

2． 5 查对期刊的投稿流程

一般来说，合法期刊在稿件录用方面都比较正

规，按部就班，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如需提交单位

论文介绍信或论文授权书，登录该期刊的网站一般都

能查询到所投稿件的每一步处理流程。而非法期刊

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基本上是“来稿必登”，且录用速

度极快，只要交纳版面费，其他手续一律不需要。
2． 6 注意版面费付费方式

网上支付为科研人员交纳论文版面费提供了一

种更为快捷的方式，但同时也使得收款人真实身份

的隐匿性更大。相对于正规合法期刊，非法期刊一

般更多倾向于采用网上支付的形式收费，且收款人

多提供个人账户，收款之后无法提供正规的发票给

付款人。而合法期刊的收费方式更为合理，无论是

通过邮局付款，银行转帐或者网上支付等方式收取

费用，收款人基本上为主办单位或者编辑部，且在收

款后会提供正规的发票给付款人。
2． 8 查询期刊正本或检索大型数据库

科研人员投稿前，应了解该刊的办刊方针、内

容、特色、稿约等，最好方法通过一本正规期刊正本

查找投稿的途径或咨询有发表论文经验的人员。这

在投稿前非常重要，既可验证期刊的合法性和影响

力，还可提高稿件的录用率。另外，可通过登陆国内

大型的期刊数据库，如万方、维普等，通过期刊检索，

了解期刊的相关信息及投稿、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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