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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张鲸惊 

(《中国药学》（英文版）编辑部) 

1 编辑部的权利 

科技期刊需求的稿件作品篇数多，出版周期短，时效性强，基于这些特点，

我国著作权法对期刊编辑部的权利做出相应规定。主要包括： 

1) 汇编作品著作权：期刊编辑部的工作即在已有作品中进行选择并将选定

的作品按照一定的原则排编起来，使之成为一期期刊的内容。期刊相当于汇编作

品，由于“汇编人应该享有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作为期刊出版单位的期刊社或

期刊编辑部享有期刊整体上作为一种汇编作品的著作权。因此，不经过期刊出版

单位的许可，就不能使用该期刊整体。 

2) 版式设计权：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图书出版者有权

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图书的版式设计。期刊编辑部对其出版期刊的版式

设计同样享有专有使用权。版式设计是出版者的劳动成果，并需投入资金，故应

予以保护。版式设计权的保护范围比较狭小，一般仅表现为专有复制权，其保护

期为十年。 

3) 禁止“一稿多投”：“一稿多投”是指著作权人为在不同期刊上发表同

一作品而将之投给一个以上期刊出版单位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著作权人向期刊社投搞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

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期刊社投稿，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

该条规定，著作权人在获知某期刊出版单位已经决定刊登其作品后或者在等待期

刊出版单位通知的法定（或约定）期限内，不可将同一作品再投给其他期刊；只

有在期刊出版单位已经明确通知不予刊登，或者因期刊出版单位逾期未给通知从

而可推断其不予刊登的情况下，著作权人才可以把相应的作品再投给其他期刊。

这就意味着，作者在规定之日是不可以“一稿多投”的，从而保证了期刊出版者

的权益。 

4) 转载、摘编权：由于期刊的周期比较短，转载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

既不能对这些期刊的销售有多大影响，也不会妨碍下一期期刊的发行。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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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

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

人支付报酬。”期刊出版者享有这种转载、摘编权，既有利于优秀作品的传播也

满足了公众的文化需求。 

5) 文字性修改权：期刊出版周期一般比较短，且版面相对固定，出版者要

修改作品往往来不及和作者商量。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报社、

期刊社可以对作品做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但

是期刊编辑要正确行使这项权利，尊重和保障作者对文稿的修改权。 

 

2 编辑部的义务 

1）编辑应该有尊重、理解作者的义务：在编辑部，编辑与作者的权利和义

务是相互对应的，此方的义务是彼方的权利，彼方的义务是此方的权力[2]，双方

是相互依存。作者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编辑部要强化作者意识，编辑

应该有尊重和理解作者的义务。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编辑要从细节上为作者考虑

问题。例如：对于稿件的处理程序，虽然编辑可能已经和不同作者说了很多遍，

但是对于想要了解这些信息的新作者或者很久以前投过稿的旧作者，每个程序及

所需的时间都要明确答复。对于退稿，编辑要明确说明原因，对不符合本刊投稿

范围的稿件告诉作者改投他刊；对稿件因质量问题被退稿的要将主要问题和缺陷

清晰地告诉作者，并鼓励其按要求修改或补充后再次投稿，决不能简单的退稿了

事。对于稿件处理时间较长的情况，如果有作者等不急而电话或者邮件询问审稿

情况时，也要认真耐心地告诉作者稿件的处理情况，具体处于哪个环节以及大概

还有多久审稿完毕等情况，请作者不要改投他刊，耐心等待审稿结果[3]。 

2) 纠正学术不端行为，净化学术风气的义务：由于学术不端行为较多地出

现在论文写作发表过程中，科技期刊作为发表论文的窗口，在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编辑部有着纠正学术不端行为，净化学术风气的义务。

首先，编辑直接负责稿件的筛选修改等工作，在学术成果的发表过程中起着关键

作用，将论文发表的关口把严，不端行为的最终目的就难以得逞，这应是抵制学

术不端行为的最有效措施之一。第二，科技期刊作为发表学术成果、传播学术信

息的重要渠道，具有学术导向的作用。编辑部应该重视导向，弘扬规范健康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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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高质量的期刊能够形成良好的学术影响力，对真正的学术研究者产生吸引力

和凝聚力，对学术不端行为也是一种无形的震慑。最后，编辑部有惩罚措施，给

不端行为者以严正警戒的义务。编辑在严格把关的同时，对已出现的学术不端行

为应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予以制裁。要公诸于众、公开予以揭露、拒绝刊登有不端

行为劣迹者的论文以及其他有效制裁方法，不能姑息迁就。 

 

参考文献: 

[1] 中国编辑学会全国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基础（中级)[M]. 上海:上海辞

书出版社: 2007. 

[2]宫福满. 科技期刊的作者教育[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3，14(2)：130–132. 

[3] 闫建军，杨丽. 论科技期刊编辑的著作权职业敏感性[J]. 编辑学报，2006，18(5)：

331–332. 

[4] 孙昕光. 学术不端行为与学报编辑策略[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55(5)：137–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