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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期刊并列第一作者论文分析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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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国内外３个期刊数据库中的并列第一作者论文从
学科分布、年代分布和期刊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并

列第一作者是国外期刊比较常见的一种署名方式，尤其是在高

影响力期刊和某些科研领域。与国外相比，我国期刊中这类论

文较少，且标注方式比较混乱。认为应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研

合作，并以并列第一作者署名方式发表论文。还提出了防范不

端署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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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第一作者是一种特殊的作者署名形式，又称

共同第一作者。它是指２个以上作者对论文作出同等
贡献，其贡献大小难分高下，故在发表论文时注明这些

作者对论文贡献相等，这时视他们为并列第一作者，其

英文表达为“ｊｏｉｎｔ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或“ｅｑｕａｌ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

等。对这种署名方式进行研究的论文并不多。其中，

文献［１］针对国内外期刊各取１个数据库，对并列第
一作者发文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国内发文数量

不多的原因。目前，国内对这种署名方式仍存在争议，

如一篇１３人共同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就在网络上遭
到质疑。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署名方式的论文是一个

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检索国内外期刊发表的这类论文，

并从学科分布、年代分布和期刊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

与分析，来揭示这种署名方式在国内外不同的起源、发

展和现状，然后据此提出一些建议。

１　检索方法和数据库选择

　　通过对几个国际著名的数据库反复进行检索分
析，发现所收录的论文在期刊上发表时，通常是以某种

符号标在并列第一作者姓名的右上方，但表达方式较

多，如“ｔｈ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ｉｓｗｏｒｋ”
“ｔｈｅｓｅ／ｂｏ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ａ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ｅ
ｗｏｒｋ”“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ａｒｔｉｃｌｅ”等。可见，在检索时只要输入“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或“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ａ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
ｌｙ”，即可看到所有这些表达方式。但对于少数论文，
也采用了“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ｊｏｉｎｔ／ｅｑｕａｌ
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这一方式，需单独进行检索。

国内英文期刊在并列第一作者的标注和说明上基

本同国外期刊类似，因此，检索方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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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者单位署名的界定［Ｊ］．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０９，９
（５）：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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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写格式［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８８

［７］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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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０３／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８８３９９２．ｋ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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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Ｌ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ＮＦｋａｐｐａＢ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ＡＢ２ａｎｄＴＡＢ３ｆｏｒ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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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０８（１２）：３０３２

［１２］李辉，孟宝宏．科技期刊编辑应注重提高的三种素质［Ｊ］．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８（５）：４４４６

（２０１００７０４收稿；２０１００８０４修回）

７８４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２卷

标注和说明上也有多种方式，如“××和 ××为并列
第一作者”“××和 ××为共同第一作者”“××和 ×
×为同等／相同贡献作者”“××和 ××对本文贡献相
等／相同”等；因此，在检索时需要同时输入以下检索
词：“并列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贡献相
等”＋“贡献相同”＋“同等贡献”＋“相同贡献”。

对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数据库，根据其能否支持这

种检索进行了筛选。由于文摘型数据库一般不收录作

者简介等内容，因此，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２个全文
数据库：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和 ＩＥＥＥ。其中：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学
术期刊超过２５００种，覆盖学科比较全面；ＩＥＥＥ包括
２００多万篇论文，主要涉及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和电
子学等学科。

在国内，选择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作

为数据来源。它包含８０００余种期刊，能够较好地反
映国内期刊论文发表的情况，而且可对“作者简介”项

单独检索，检索数据比较准确、可靠。

２　检索结果

　　按照上述检索方法对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进行检索，共
检索到２万５３９９篇并列第一作者论文，占同期发表
论文总数的 ０．４４％，高于文献［１］得到的统计结果
（０２％），这是由于文献［１］采用的检索方法遗漏了一
些此类论文；然后对 ＩＥＥＥ进行检索，检索到２１４篇此
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１／万左右；最后，对维普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英文论文２２５篇，中
文论文３８７篇，合计６１２篇，比例不足１／万。下面分
别从这类论文的学科分布、年代分布和期刊分布等方

面进行统计分析。

２１　学科分布　为了考察这些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
根据我国一级学科分类标准，对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和维普中
发表的并列第一作者论文进行分类和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和维普中并列第一作者论文的学科分布

学　科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论文数 占同期发文比例／％
维普

英文 中文

自然科学 １４９１１ ０．５ ６８ １４１
农业科学 ２４５５ ０．５ ４０ １１７
医药科学 １５０６４ ０．７ １４８ １８７
工程与技术科学 １８９４ ０．１ ６ ７

　注：表中论文数总和超过该类论文总发文数，是因为其中一些论文属
于交叉学科，被统计了２次。

可以看出：医药、农业和自然科学此类论文比例较高，

而工程与技术科学比例较低，其中自然科学比例高主

要是由于生物学方面此类论文数量较多。ＩＥＥＥ论文
基本属于工程与技术学科，检索结果也同样表明此类

论文数量较少（其中还包括１２０篇生物工程方面的论

文），比例较低，这说明在工程领域采用这种署名方式

发表论文的中外科研工作者均不多。对于国内外期

刊，这类论文均主要集中于医学、生物学和农学等领

域，这可能与这些领域的科研合作程度更高有关。

２２　年代分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和 ＩＥＥＥ最早的并列第
一作者论文均出现于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文献［１］认
为，最早的论文发表于 １８２３年的《Ｌａｎｃｅｔ》，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发现该文实际上只有 １位作者。我国在
２００２年才出现第一篇并列第一作者英文论文，中文论
文并列第一作者直到２００５年才出现。为了了解国内
外此种论文发表的变化规律，对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ＥＥＥ和
维普中并列第一作者论文按照发表年代进行统计，结

果见表２。从表中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的数据可看出：２０００
年之前发文数量不多，近１０年来发文迅速增加，这可
能与这种作者形式早期不被广泛了解、科研合作程度

不高有关，而近１０年来，科研合作日益增加，跨国、跨
机构合作越来越频繁，导致此类论文数量迅猛增加；但

我国这种论文不但出现年代晚，而且发文数量较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英文期刊虽然数量远不如中

文，但此类论文数量与中文期刊相差不多，说明英文期

刊中此类论文发文比例明显高于中文期刊，与国际接

轨程度更高。

表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ＥＥＥ和维普中并列第一作者论文年代分布

年　代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ＩＥＥＥ
维普

英文 中文

１９８０以前 ２７ １ ０ ０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２８３３ ４ ０ 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６６２５ ４６ １０ ２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１５９１４ １６３ ２１５ ３６６
合　计 ２５３９９ ２１４ ２２５ ３８７

２３　期刊分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拥有３个非常具有影
响力的权威期刊，即《Ｃｅｌｌ》《Ｌａｎｃｅｔ》《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
２００８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显示：《Ｃｅｌｌ》的影
响因子为３１．２５３，紧随《Ｎａｔｕｒｅ》之后，排第９位；《Ｌａｎ
ｃｅｔ》的影响因子为２８．４０９，排第１５位，《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
的影响因子为２４．９６２，排第２３位［２］。对这３种期刊
历年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得到并列第一作者论文数分

别为１４６４、１１１５和２０６篇，其中２００８年这类论文占
同期发文数的比例分别为 ２９．９％、５．２％和 ３５．９％。
可见，高影响因子期刊上此类论文数量较多，且比例较

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要想写出高水平的论文，科研人

员之间的科研合作是非常必要的。维普数据库中发表

此类论文最多的３种英文期刊分别是《中国药理学报》
（６０篇）、《世界胃肠病学杂志》（４６篇）、《中华医学杂
志》（１４篇），论文分布比较集中。而中文期刊此类论文

８８４



　第６期 张晓丽：国内外期刊并列第一作者论文分析与建议

分布相对比较分散，其中发文较多的是《生物化学与生

物物理进展》（２４篇）和《作物学报》（１７篇），其他期刊
发表此类论文数量普遍不多，一般不超过１０篇。

３　分析及建议

３１　标注方式　经统计，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的２万５０００
多篇并列第一作者论文中，有 ４３％的论文采用了
“Ｔｈｅ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ｔｏｔｈｉｓｗｏｒｋ”这一形
式，且发现早期表达较乱，最近几年渐趋一致；因此，这

是一种得到大家公认的表达形式。我国英文期刊中仅

有２５％的论文采用此种表达形式。为了与国外期刊
标注方式一致，建议采用“”标在作者姓名的右上
角，英文期刊在作者简介处注明时采用上述表达形式，

中文期刊则注明“这些作者对本文具有同等贡献”。

作者顺序建议按其姓名的汉语拼音排序，以表明作者

无先后顺序差别，体现排名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３２　现状及分析　从检索结果可以看出，并列第一作
者这种署名形式在国外已出现几十年，发文数量呈逐

渐增多的趋势，而且随着科研合作程度的提高，近年来

此类论文更是迅猛增长。这表明这种署名方式在国外

期刊中已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在某些科学

领域和一些高影响力期刊；因此，国内科研人员采用这

种署名方式发表论文应是合理的。比如一篇１３人共
同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３］曾被质疑并列第一作者人

数过多，但该文给出了 ２０００多例病例，如果切割发
表，将导致数据分散、论文质量下降；因此，该文作者采

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论文应无可厚非。

与国外期刊相比，我国期刊刊登的此类论文数量

较少，所占比例较低，其可能原因如下：一是追求论文

数量，合作人员各自撰写论文，拆分发表；二是有些科

研人员合作程度不够；三是害怕舆论压力，宁愿将论文

拆分，各自独立发表。显然，这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

步，也不能很好地展示我国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水平；因

此，应鼓励科研人员合并研究成果，避免拆分发表，尽

量向高水平期刊投稿，这在实践中可通过细化期刊分

级，提高在高级别期刊上所刊发论文的权重这一激励

措施来实现。这样也可激励科研工作者多进行科研合

作，共同撰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以并列第一作者形式向

优秀期刊投稿，发表科研成果。

但在论文有多名并列第一作者时，如果这些作者在

职称升迁、基金申请、奖项评定时都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加以利用，这对于只有１个第一作者的论文作者来说似
乎并不公平，并可能滋生出一些不正之风，导致发生虚假

署名。这也正是一些不支持此类署名方式的人所担心的

问题；因此，应在鼓励科研人员多发表此类论文的前提

下，同时兼顾到公平性，采取措施尽量杜绝不端署名。

３３　防范不端署名的建议
１）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４］规定：“在学术论文的正

文前署名的个人作者，只限于那些对于选定研究课题

和制订研究方案、直接参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

并做出主要贡献，以及参加撰写论文并能对内容负责

的人，按其贡献大小排列名次。”根据国际惯例，如确

有必要说明２个以上作者的贡献和地位是相同的，可
以采用“并列第一作者”表示［５］。编辑部应在投稿须

知中向投稿作者告知这些署名原则。作者也应主动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正确理解署名原则，严格遵守著作权

法和国家标准等的规定。

２）编辑部应在论文发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采取多
种措施发挥监督作用，尽量避免乱署名。如在审稿环节

不采用匿名审稿方式，因为一般情况下专家对同行作者

可能了解得较多，对不端署名者比较敏感，可协助编辑

部发现不端署名。在稿件处理的各个环节中，如果发现

不端署名情况，编辑要与作者积极沟通，讲明不端署名

的危害和严重后果，指导其正确地为论文署名［６］。

３）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可减少科学不道德现象
的发生；因此，要解决不端署名这一问题，不要仅依赖

于科研工作者的自律和编辑部的审查工作，还应有一

套合理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如在职称评定、研究生

毕业、基金申请等场合，为了做到公平合理，相对于只

有１位第一作者的论文，这类论文应乘以一定的权重
系数来计算论文数，如２～３人署并列第一作者，可乘
以６０％。在各种需说明作者排名顺序的场合应当注
明“并列第一”的事实，以便专家准确评价科研人员的

研究水平。这些方法减少了多署第一作者所带来的额

外利益，从而能够有效地防止不端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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