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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稿多投正当性的法理分析及其权

利规制》从经济学和法理角度深入论证了一

稿多投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本

文对该文中的规制思路与措施有不同认识，

并提出了更便捷、更易行、更合法、更有效

的规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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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平先生发表在《现代出版》（2012年第

3期）的《一稿多投正当性的法理分析及其权利规

制》（以下简称马文）一文，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人

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业》全文转载的以一稿

多投为主题的两篇理论文章之一①，产生了较大的

社会影响，是一篇具有较为深厚学术功底的优秀理

论文章。马文客观地分析了“报刊社反对一稿多投

的缘由”即情感倾向和利益因素，并从经济学和法

理角度论证了一稿多投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合法

权利这一重要观点，论证了报刊社只享有非专有使

用权，对此，马文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笔者赞

同马文的这些基本观点，但对其规制思路和措施，

笔者在此不揣浅陋提出不同意见，以期与马先生等

关注一稿多投现象的学界同仁共勉商榷。

一、对一稿多投权利的规制值得商榷

笔者与马文均认为，一稿多投可以进行规制，

但在如何规制问题上，笔者认为，马文提出的规制

思路和具体措施没有紧扣其前文中分析的一稿多投

产生与形成的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对马文的规制

思路和具体措施，笔者提出如下不同认识。

1.该规制思路中法律、经济、技术手段之

间的关系有些混淆

马文规制一稿多投的总思路为，“经济活动中

产生的问题应主要采取经济的手段和办法解决，辅

以法律和技术的保障措施，而少采用行政的强力干

预手段。”马文总思路中“少采用行政的强力干预

手段”是完全正确的，笔者甚至认为，对此，无需

采用行政的强力干预手段。但对总思路中其他部分

则认为还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基于以下两点

认识。

（1）法律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总规则。

经济活动没有法律规制将成为一团乱麻。经济

活动产生的问题主要采取经济的手段和办法解决的

前提是在法律的总规制下。没有法律的规制，经济

中产生的问题用经济的手段和办法也无法解决或至

少是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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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

现代社会中，任何技术手段都是在一定的法律

规制下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因此，技术是

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手段，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法律

的规制，这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因此，技术又

是经济社会中为法律调整欲实现的法律效果服务的

辅助手段。

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经济、技术三者的

关系上，法律是基础，经济社会是中介，技术辅助

经济社会，是实现法律效果的辅助手段。马文规制

一稿多投的总思路，使三者的关系发生了不应有的

错乱。

2.马文提出的四大具体规制措施，似存在

着违法、治标不治本和可行性差之疑

（1）“遏制一稿多投最有效的办法首推收取

审稿费。增加一稿多投的经济成本”，该首要办法

有违背经济规则、法律之嫌。

A 报刊社收取作者审稿费（含版面费）违背

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基本规则。作品作为作者的

精神劳动或创作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中是具有交换

价值的商品。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准

则，也是最高准则。作者是作品的生产者，报刊社

等出版者是作品的买者。在这个买卖关系中，交付

商品的是作者，支付一般等价物即货币者是报刊

社。报刊社向商品的出售者收取审稿费，违背了最

基本的交换关系与准则。

B 没有著作权法律依据。全球作品交易除少

数实行转让方式外主要实行许可证贸易方式。我国

著作权法适应国际版权贸易的要求，规定了许可证

贸易与权利转让贸易两种方式。作者与报刊社之间

的交易方式属于许可证贸易方式。依据我国《著作

权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35条的规定，在许可证贸

易中，作者将作品许可给报刊社使用，是有权收取

报酬的一方，而报刊社是支付报酬的一方。因此，

报刊社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没有法律依

据。

C 收取审稿费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违背行

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的禁止性规定。许多期刊

社认为，收取版面费属于违章，会受到行政处罚。

随改换收费名目为审稿费，以为这样不会遭到行政

处罚，还认为这是抵制一稿多投的好办法。殊不

知，收取审稿费属于出版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利用出

版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规行为，和买卖版面一

样都是《出版管理条例》第21条第2款②规定禁止

的行为。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66条③规定，出

版单位买卖版面、谋取不正当利益，均要由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

法经营的出版物、违法所得、罚款、直至吊销许可

证等行政处罚。依据《民法通则》第92条④规定，

审稿费没有合法根据，显属不正当利益，应受到行

政处罚并应返还作者。

总之，收取审稿费不是规制一稿多投的好办

法。2012年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65

家社科杂志社在沈阳签署“沈阳宣言”，即《关于

学术期刊加强自律共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

明》，“坚决抵制无视期刊质量，以牟利为目的的

乱收版面费的腐败现象，让期刊回归学术公器之本

质。”，笔者认为，“沈阳宣言”同样适用于审稿

费，期刊界均应坚决抵制以牟利为目的收取审稿

费，使期刊真正回归学术公器之本质。

(2)提高审稿效率，加快回复速度，似乎难以

治本。

马文提出的“提高审稿效率，加快审稿回复

速度，将审稿回复周期控制在作者合理的可承受的

预期内”。笔者认为，该措施主要作用是提高期刊

社的工作效率，有利于解决部分作者的一稿多投问

题。但该措施解决的是一些外因问题，没有涉及一

稿多投的内因即权利的规制问题。一稿多投既然是

作者的合法权利，期刊社如何提高效率，与作者行

使权利没有直接关系，因此，该措施确会解决部分

问题，但难以治本。

(3)授权委托书和违约责任说难成立。

马文认为，“要求作者在投稿时附带授权委

托书，声明将稿件的首发权、专有出版权等权利

授予报刊社，如稿件采用，则授权书继续有效；如

果未被录用，则在作者收到退稿通知后自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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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社一旦较起真来，作者有可能承担违约责

任。”对此，笔者认为，一是依照著作权法的规

定，作者向报刊社的投稿行为，本身就属于许可或

授权行为，不需要在投稿时附带任何授权委托书。

二是作品交易关系中无授权委托书适用的余地。授

权委托书是委托诉讼代理人取得代理权的唯一书面

凭证，是代理权产生的直接依据，受托人在行使权

力时需出具委托人的法律文书。依照我国《民法通

则》第65条第1款、第2款⑤等规定，授权委托书在

我国法律上属于权利人的单向法律行为，仅是在委

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向代理人出具的委托手续，不

具有合同效力。而且，委托人根据需要还可以撤销

授权委托书。作者与期刊社之间是作品使用权交易

关系，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不适用授权委托书。三

是授权委托书不具有合同效力。将作者投稿作为要

约，报刊社采用作为承诺，可以成立合同关系。这

种合同关系，因没有书面形式，不具有取得专有出

版权合同的形式要件。主合同不具备形式要件，授

权委托书也难以成为取得专有出版权的合同附件。

因此，授权委托书在作品使用权交易中难以具有合

同效力，作者承担违约责任可能性较小。

（4）建立全国投稿统一管理平台（中心）法

律依据不足，难以具有可行性。

A 建立全国投稿统一管理平台（中心）缺乏

法律依据。该平台不是作品使用者，没有著作权法

对平台的特别授权，作者没有义务将作品统一投稿

到该平台进行分许可。包括国家版权局在内均不能

强行要求作者向平台投稿。

B 该平台没有运行的经济基础。作者的作品

是许可给使用者以实现个别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

换、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该平台无法向作

者收取费用；从作品使用者来讲，作品只有经过三

审后才能决定是否采用，才能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在作品还没有决定能否使用的情况下，期刊

社没有支付费用之源，也不会向该平台支付费用。

该平台因法律依据不足，难以取得国家财政投资支

持。若建立全国投稿管理平台，这将是一个巨大的

机构和工程。另外还有一个马文没有考虑到的因

素，即部分手写稿、打印稿而无电子文档稿件，如

要甄别需要审读、比较才能完成。这些都使得平台

难具有可行性。

C 造成全国出版效率大大下降，全国投稿管

理平台似没有必要性。市场经济中效率是企业的生

命线。平台处理分发稿件的时间，就是全国出版效

率普遍下降的程度，与效率优先原则有冲突，对作

品的时效性有影响，与创新的要求难相容。因此，

该平台缺少建立的必要性，也与马文提出的“提高

审稿效率”相左。

二、一稿多投可依法规制

马文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探索如何规范作品

市场秩序。笔者基于同样目的，提出如下报刊社规

制一稿多用更便捷、更易行、更合法、更有效的措

施，使报刊社在规制工作中少走弯路，减少损失。

1.现行著作权法给出的合法规制措施

一稿多投是作者的权利，不违背著作权法规定

的底线，应当得到社会人文道德规范的认可，但并

非不能规制。现行著作权法自颁布之日起就给出了

报刊社规制一稿多投的有效措施，著作权法虽几经

修改，该措施始终存在。依照现行著作权法第10条

第2款⑥、第24条第二款第2项⑦、第33条第2款⑧的

规定，该措施为：以书面合同取得著作权人的专有

使用权授权和在报刊刊登作品时附带发出禁止转载

摘编的声明。这是报刊社规制一稿多投确保专有使

用权的最为便捷、有效的手段。

合法的合同权利高于法定权利。法律尊重作者

与报刊社的合同约定。如在合同中约定报刊社享有

专有使用权或专有出版权，则报刊社被授予的专有

出版权将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合同期内，包含作者

在内的任何人均不得以该报刊社相同的方式使用作

品。这就为报刊社规制一稿多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

武器。

2.充分运用技术辅助手段，减少一稿多发

情况

2008年CNKI科研诚信管理系统研究中心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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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科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和《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该检测系统以《中

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供期刊编辑部检测来稿和已发表的文献，具有检测

抄袭及一稿多投行为的功能。一稿多投作为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利，是作者的单向法律行为，报刊社难

以限制。但是报刊社可以依法运用其享有的出版权

利，运用技术辅助手段，对刊发前发现的部分一稿

多投的稿件，拒绝发表。但这种技术辅助手段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减少部分一稿多投造成的一稿

多发，无法做到杜绝一稿多发。

3.规制一稿多投需要拿起法律武器

在报刊社拥有了专有出版权的法律武器基础

上，就要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护权利。对事后发现

的侵害专有出版权的行为，均应拿起法律武器进行

维权。特别是在一稿多投呈普遍之势的情况下，拿

起法律武器维权是最终确保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重

要保障。

（作者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 原《出版工作》、《出版工作、图书评价》。该刊全文转载以一

   稿多投为主题的文章迄今共三篇，除本文引证的詹启智和马建平

   两篇外，还有一篇是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转载

   于1998年第12期的朱子国文《“一稿多投”现象的经济原因》。

② 《出版管理条例》第21条第2款：出版单位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利

   用出版活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③ 《出版管理条例》第66条规定，出版单位利用出版活动谋取其

   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

   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

   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

   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④ 《民法通则》第92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

   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⑤ 《民法通则》第65条第1款、第2款：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

   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

   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⑥ 《著作权法》第10条第2款：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

  （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

   定获得报酬。

⑦ 《著作权法》第24条第2款第2项：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

   或者非专有使用权。

⑧ 《著作权法》第33条第2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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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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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集团首次在加拿大和智利设境外机构

继2012年4月在伦敦成立境外首家实体企业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走出去频传喜讯，先后在加

拿大温哥华、智利圣地亚哥中华会馆挂牌成立凤凰文化贸易集团公司加拿大办事处和凤凰瀚融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分别在北美和南美成立的首家境外机构。凤凰文化贸易集团

公司加拿大办事处将以纸浆、纸张等出版物资贸易为起点，继而全面扩大文化贸易领域和规模。加

拿大林产品出口公司和凤凰文化贸易集团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而凤凰瀚融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则是

凤凰文化贸易集团公司和智利瀚融公司合资成立的境外企业，由凤凰方控股。公司将从事纸浆等出

版物资以及食品、生活用品的中智双向贸易，还将建立数码印刷机构、开展文化交流等活动。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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