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文科硕博士研究
生论文发表的署名问题，引发
广泛争议。

“我的第一篇论文，目前
已经改到第八稿，我自己都不
想看了。但老师每一版都认
真帮我修改且标注，说实话应
该他拿一作……”

“我导师修改完后跟我
说：本应你是一作，但这样会
影响发表，将你列为二作，你
看是否可以？”

“法学生，感觉没老师带，
硕士很难发出来。”

以上言谈，都来自硕博士
研究生对论文署名问题的讨
论。近年来，文科硕博士研究
生论文发表的署名问题，引发
广泛争议。

概括来说，期刊、学生、导
师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
很多期刊对硕博士研究生独
立署名的论文不予采纳，要求
将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才能
发表；但对硕博士研究生而
言，各类成果评价往往只承认
第一作者，学生的劳动成果得
不到合理承认，严重打击其积
极性；而许多导师没有直接参
与学生某一论文的研究，对期
刊的这一要求也深感无奈。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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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
径与“快快帮”联系：
1.下载现代+APP，在“快快帮”栏

目下留言；

2.拨打现代快报025—96060热线；

3.关注现代快报官方微信公众号

并留言；

4. 关注现代快报官方微博，发私

信，加标签#现代快报快快帮#。

链接

居民投诉
有人上门推销燃气报警

器，声称“不安装就停气”

田先生今年60岁，住在南京秦
淮区象房村已经二十多年了。2月
10日上午，伴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
声音，他家来了一名中年女子。“她
一进门就说查天然气的，然后拿出
了一个仪器，对着我家燃气表和管
道，开始有模有样地检测了一遍，最
后告诉我不漏气。”

“等检测完以后，她提醒了我们
很多注意事项。最后说按照燃气公
司规定，每家每户都要装燃气报警
器，如果不装的话就要停气。”田先
生信以为真，就与对方签订了一份
《燃气泄漏报警器用户安装保修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并花费480
元从对方手中购买了一个燃气报警
器。

等到对方离去，田先生越想越
觉得不对劲，随即向小区所属的南
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求证，得到的
答复是燃气公司没有此规定。田先
生拨打了《协议》中的客服电话，希
望能够退掉这个燃气报警器。他
说：“工作人员先答应3天内解决，
等 3天过后再打电话时，回复说需
要一个礼拜，最后一次打电话过去，
说下一次复核的时候帮我们解决。
如今，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人联系
我们。”

3月 11日上午，现代快报记者
来到了田先生家中，看到前述燃气
报警器挂在他家厨房墙壁上。从田
先生提供的《协议》中可以看出，销
售该设备的公司为南京薪晟然燃气
设备有限公司。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该
小区的另外一位业主王先生，同样
是在2月10日，同样花费480元，他
家也装上了同款燃气报警器。王先

生表示，他事后在网上搜了一下，如
果自己购买同款报警器，只需要几
十块钱。

公司回应
“销售不会冒充燃气公

司员工”，但愿意退款70%

天眼查显示，南京薪晟然燃气
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 11月
26 日，注册资本 101 万元人民币，
目前登记状态为存续，法定代表人
兼执行董事均为于某。天眼查同
时显示，该公司早在 2019 年 4 月
18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
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南京市江宁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企业经营

异常名录。
3月 12日，现代快报记者致电

了南京薪晟然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一名客服人员表示，他们是销售燃
气报警设备的公司，与供气单位之
间没有关系，也无权停用入户燃
气。对方解释称，前述设备之所以
定价480元，主要包括了10年内设
备包换，以及连接燃气软管的免费
更换。

针对前述居民反映的情况，该
客服人员表示，可以与两家用户协
商解决。当天，三方经过协商最终
达成一致，决定由南京薪晟然燃气
设备有限公司退还两家用户各70%
费用，后续不再提供包换与更换软
管服务，设备留给用户自行使用。

港华提醒
若怀疑有人冒充燃气公

司员工，可致电核实或报警

当天，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南
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
方表示，客服人员也曾接到过此类
电话，要求核实推销人员信息，但前
述燃气设备公司与港华燃气之间确
实并无关联。

该工作人员介绍：“安检人员上
门服务时，会穿着南京港华燃气企
业标识工装，佩戴南京港华燃气工
作牌，进门会先主动说明来因，并出
示自己的证件。”对方说，南京港华
燃气工作人员定期安检时，不收取
费用，也不会主动上门推销产品。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提醒，如
果用户怀疑有人假冒港华燃气公司
员工，可以拨打南京港华燃气24小
时客户服务热线96889688核实，同
时也可以选择拨打110直接报警。

不装报警器就要停天然气？
南京一燃气设备公司销售方式引争议，经协商涉事公司愿退还70%费用

“有人上门推销燃气报警器，说如果不装就
要停气。”近日，在南京秦淮区象房村小区内，有
居民花费480元安装燃气报警器，事后发现对
方与供气公司压根没关系，想要退货时却迟迟
未见结果。

3 月 12 日，现代快报（报料邮箱：xd-
kb123@163.com）“快快帮”栏目记者介入后，

涉事公司与当事人达成一致，愿意退还70%费用，报警设备留给用户使用。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提醒，如果用户怀疑有人假冒港华燃气员工，可以拨
打燃气公司客服核实，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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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应名副其实、问心
无愧

博士生陆宇对记者直言：“我
个人也挺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研
究是我自己做的，为什么要靠署
名的方式去证明它有价值？如果
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会认真请教
老师这篇论文有什么缺陷，并作
出相应的修改；换言之，如果要借
导师的‘招牌’，总得有名副其实
之处吧。”

“我们教研室在这方面的学术
风气还蛮好的，师门发表的论文，
都没有挂过老师的名字。我的导
师是一名作风‘老派’的学者，他不
喜欢这种相当于‘瓜分’学生劳动
成果的风气。何况我的专业是一
种‘十年磨一剑’的学问，说实话对
于老教授们而言，学生的文章还是
太稚嫩了。”陆宇说。

在一家期刊担任副主编的贾
明回忆：“我 2006 年博士毕业，读
硕士博士时，共发表了五六篇论
文，都是独立署名。当时还不流行
所谓‘C刊’，考评机制没有那么严
格和机械。”

贾明在一所高校任教，也遇到
过自己带的博士生请自己“挂名”
的情况。“为了博士生毕业，如果学
生需要我挂名，那我就必须深度参
与论文的写作和修改，让署名名副
其实、问心无愧。”

近年来教育发展，博士点增
多，博士生扩招，博士后扎堆儿。
他们很多都必须发表了论文，才能
毕业或出站，这必然导致僧多粥
少，所谓的发表门槛越来越高。贾

明认为，如果高校能有更多自主
权，比如，取消博士生论文发表等
要求，只认真和严肃地审核博士毕
业论文的水平，以博士论文质量作
为毕业的主要依据，那么，这个紧
张的局面也许会有较大缓解。

期刊也有“青年友好
型”，但大部分仍对作者有
“限定”

贾明告诉记者，其所在刊物会
发第一作者为青年学者的论文，也
发博士生独立署名的论文，但不发
硕士生的论文——无论署名第
几。2024年发博士生的论文，约占
刊物全年发表论文的20%。

贾明坦言，绝大多数人文学科
期刊，特别是C刊，确实希望作者
是名家，至少教授、副教授，对博士
生和讲师的文章兴趣不大。“因为
他们要考虑论文发表之后，有没有
他引，特别是C刊他引。而名家、
高级职称教师的论文他引率相对
较高。”

2024年 12月 28日，南京大学
联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术
期刊，根据期刊意愿和实际情况，
推出了首批191家“青年学者友好
期刊”，某核心期刊也在其列。主
编石一文告诉记者，该刊目前只发
表独立署名文章，尤其重视青年学
者的文章，“青年学者在我刊发表
论文，均为第一作者”。

石一文给出了一组数据：2024
年的作者队伍中，45岁以下的青年
学者占比接近60%，全年发表博士
生论文7篇；以“现当代文学栏目”

为例，2024年发表论文22篇，45岁
以下青年学者的论文为13篇（其中
博士研究生论文1篇），占总论文篇
数的60%；“造型艺术”栏目，2024
年发表论文22篇，45岁以下青年
学者的论文为17篇（其中博士研究
生论文 1 篇），占总论文篇数的
77.3%。

石一文也坦承，有的期刊的确
对作者的“身份”和“级别”有要求，
不发或很少发博士生的论文，硕士
的更不用说了；要想发表，第一作
者需要挂上导师的名字。

石一文解释，之所以有如此限
定，期刊确有“苦衷”。“在当前的期
刊评价体系中，能不能成为核心期
刊，是决定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关
键。相比青年学者，资深学者在论
文转载、获奖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更
具优势，可以增加期刊的学界影响
力和社会声誉度。”

改进署名方式，突破
研究生论文发表的困局

“问题的关键不是导师应不
应该署一作，而是文科论文长期
形成的署名方式，有必须改进的
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刘宁说，硕博士研究生
在导师指导下完成论文写作，是
一种学术合作行为，参与合作的
师生双方，其对论文的贡献，都应
该在署名中得到合理认可。要探
索一种让师生“双赢”的署名方
式，如此才能真正为研究生论文
发表的困难破局。

在刘宁看来，理科论文在这方
面有很成功的经验，比如理科论文

将导师署名为通讯作者，进行论文
写作的硕博士研究生，依据实际贡
献，署名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
在进行论文成果统计时，通讯作者
享有与第一作者同等的成果评
价。这样的署名方式，就是师生

“双赢”，期刊也摆脱了为追求名家
效应而牺牲青年作者利益的无奈，
很值得文科论文借鉴。

刘宁进而提出，文科论文的
署名机制，是以独立研究为核心
形成的。随着新时代文科有组织
科研、跨学科研究迅速发展，的确
需要探索更适合合作式研究的署
名方式。

“期刊、学生、导师之间，之所
以形成‘怪圈’，正是一种学术生
态固化的表现。”石一文说，对三
者无论哪方而言，首先，要秉持学
术公器之初心，各司其职，各尽本
分；其次，各方要加强交流合作，
创新知识生产模式，优化学术评
价体系，构建更为规范有序的学
术共同体。

对青年学者，石一文建议，在
研究生阶段应以学习为主，要大量
阅读本专业的经典论著，尽可能地
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为未来的科
研之路打下坚实基础；在多读的同
时也要多写，写作是对思维能力、
文献解读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训练；
不要将发表论文当作目的，把基础
打牢，选题有价值，写作有新意，发
表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当然，这
需要为青年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
氛围和健全的制度保障。

（应受访者要求，贾明、陆宇、
石一文为化名）

不“挂”导师发不出？

文科研究生遇论文“署名”难题

田先生家装的报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