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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头烂额的科学家

悟理小言

下方图片取自 2023年 9月 27日在线发表的 arXiv

预印本文章，题目为《科学发表的压力》(The strain

on scientific publishing)，作者是M. A. Hanson等 4人，

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作者收集、统计和

分析了当前主流科学期刊出版社的庞大数据，发现

自 2013年至 2022年 10年期间，全球发表的论文总数

从每年 170余万篇，增加到了 280余万篇。但是，在

同一时期内，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并未增加。而且，在文

中还特地指出，这一段期间内，全球在职研究人员

的总人数也同样没有增加。

这项令人寝食难安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全

球在职研究人员都更加疲于奔命，需逐年发表(并费

时无偿审查)更多论文，以便争取研究经费和获得职

位保障，及进一步申请各式奖项与名位肯定。

“出版爆炸”是研究者、(商业)出版社和科研基

金资助方/校方/学术奖励方等三方面共同造成的恶性

循环，其中研究者及大学教师显然最为弱势，容易

陷入身不由己或矫枉过正的窘境。不禁想起一句话：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处于当前的

高教环境，有丰富产能的研究者固然不难安身，但

未曾大量发表论文的科学家，如何证明自己深刻研

究成果的长远价值？

又，随着全球科研论文数量的膨胀，刻意收录

热门课题之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也一再水涨

船高，不断排挤专业学会期刊的排序(及作者获得升

迁和奖励的机会)，这是另一个严峻问题，可能造成

高教务虚以及科学研究和科学社群日渐丧失社会公

信力。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 林志忠 供稿)

2013—2022年间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与OECD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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