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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学界关于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费用的事不断见诸媒体，引致不少批评。这种现象和实际情

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事情的方方面面，要做全面地剖析，没有深入的调查难得说清楚。但是事

情总得从根上说起，这里我想抽掉问题的其他方面，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就学术期刊的运行问

题作一点分析。  

学术期刊的投入和产出  

把学术期刊的运行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如同所有的经济活动一样，无论是否以

营利为目的，都同样会发生投入和产出。一般而言，多数的学术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是

以推出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等学术内容为目的。也就是说，是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但

是，办刊必须有投入，比如需要有工作场所、需要有工作人员、需要付出出版印刷成本、发行

成本，甚至广告宣传成本等等。同时，学术期刊也会有产出，比如说期刊的发行收入，有些期

刊如果经营广告的话，还会有广告收入等。  

学术期刊投入的多少，当然要看成本。在成本当中，固定成本以及印制成本中的物料和劳务这

部分可变成本与投入品的市场供给价格相关。而可变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则受两方面因素的影

响：一是编辑部的体制，二是编辑部人员的工资水平。所谓编辑部的体制，就是指编辑部工作

人员是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或者说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这关系到期刊工作人员是拿工

资、拿兼职津贴还是不拿任何报酬的公益性工作。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有第二个问题，即工作

人员的工资水平。我国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实行的都是职业化的体制，所以工资是期刊成

本构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因此导致了期刊的高成本。  

再说期刊的产出，首先是发行收入。影响发行收入的第一因素是定价。虽然在国外有学术期刊

按照实际成本定价的做法，但是在我国，由于学术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它的绝大多数消费

对象，比如经费有限的机构图书馆、一般的科研工作者、在读的学生等，不是高收入群体，因

此没有实行高定价。大多数学术期刊的定价远远低于它的实际成本。第二个因素是发行量。因

为学术期刊的读者面相对固定，主要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所以需求弹性非常小，不可能

主要靠增加发行量来增加发行收入。其次是广告收入。对于大众期刊来说，广告收入是其主要

的收入来源，一些刊物的广告收入所占份额甚至超过期刊销售。但是对于学术期刊而言，由于

读者面和发行量的限制，不可能有很多的广告收入，多数学术期刊完全没有广告。这一点与大

众期刊的运作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  

从投入产出比来看，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中，除了极少数专业期刊而外，大多数期刊靠发行收入

根本不足以抵补支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学术期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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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学术期刊“埋单”  

既然如此，那么，众多的学术期刊又如何能够生存，谁在为学术期刊“埋单”？  

从投入来看，因为学术事业的发展不能没有学术期刊，所以学术期刊一般都会得到社会的支

持。比如说来自政府的补贴。我们国内的理论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不少是靠

政府拨款支持的。再比如，为数不少的学术期刊是由学术机构办的，所办的期刊会得到机构科

研经费的补贴。还有就是社会赞助，包括基金会的支持，这在国外比较常见，也有直接来自企

业的赞助，这种情况在国内已经比较多。在许多情况下，一种期刊可能不只一种经费来源，或

者说一种来源的支持不足以满足办刊的需要，办刊单位会积极争取其他的经费支持。这是学术

期刊经费的主要来源。  

另一个以收抵支的渠道，就是向读者和作者收费。向读者收费，容易理解，就是读者要获得刊

物，必须花钱购买。向投稿人收费，包括审稿费和版面费。前者是向每个投稿人收取。后者是

向获得发表机会的作者收取。这样做应该也有它的道理，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国外也并不鲜

见，国内一些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也有这样做的。而且如上所述，因为购买力和定价的原因，读

者所付的费用，远远不足以抵补办刊的成本。而作者要利用期刊发表自己的成果，在审稿和编

辑过程中，编辑部要向作者提供包括编辑部以外的专家的审稿、以及与此相伴的有价值的修改

或进一步研究的意见、文字加工、宣传、发行等方面的服务，而学术期刊与其他大众文化产品

不同，所发表的作品一般不会为期刊带来盈利，所以付费应在情理之中。可见，学术期刊的生

存是靠了社会支持、读者付费、作者付费三方面共同支持的。当然，如果期刊能够得到足够的

社会支持，也就是说，有人为作者支付了这笔费用，编辑部完全可以，或者说不应该再向作者

收取费用。鉴于过去我们所办的学术期刊大多是政府或机构拨款，又考虑到多数研究人员待遇

比较低，习惯上是不向作者收费的。  

向作者收费与期刊学术质量  

当前，一些期刊已经向作者收费，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该不该收。如果认

同以上的经济分析，向作者收费就应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收。实质上就是如何解决收费

与学术质量的问题。把收费与稿件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符合要求的稿件不收费，达不到要求的

就要收费。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刊物的质量换取经济收入，显然这样的做法违背了收费的初

衷。  

如果要收费，就要制度化。收费制度的核心是不因收费而影响刊物采用稿件的公平、公正，进

而不影响刊物的学术质量。比如说，要对所有的作者一视同仁，每个刊物收费的标准是统一

的，收费制度要明示，收取的费用要用于补贴办刊而不是用于办刊人的灰色收入等等。总而言

之，制度应该是公开、公正、透明的。在制度化的背景下，稿件的取舍就只能是以学术水平为

标准。  

当然，实际情况要远比上述分析复杂。制度设计以及制度的执行也不是只有理念就可以实现。

需要继续研究和实践。非本文可以全部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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