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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发表的压力，即“要么发

表，要么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原则，

已经成为学术生活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这个

原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它被学术界认为是

有害和破坏性的？ 

在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和教学机构，教师

们经常就学校在生产力方面对他们不断增加

的正式要求和非正式期望进行抱怨，这些要

求和期望主要针对其学术生涯、晋升和学术

福利等问题。 

然而，这些抱怨在不同的大学和国家是

不同的。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获得终身职

位的风险越来越高，要想获得终身教职，学

校要求教师在少数高质量的期刊上发表论

文。与此同时，在许多其他机构中，“要么发

表，要么出局”与越来越大的发表压力联系

在一起，几乎不考虑质量和影响。对于学术

职业的广泛领域而言，学术出版中数量比质

量更重要的信号正在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趋势对整个学术界，特别是对个别

学者都是有害的。随着教学负担和学生人数

的不断增加，许多人认为教学不如科研。其

次，随着需求刺激供应，没有声誉、无人阅

读的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专门为那些

需要报道已发表作品的作者服务。发表的压

力导致了学术界内部的分化和个性化：教师

倾向于花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在规定的学术服

务，例如在学术委员会或教师指导工作，将

重点转向发表输出和外部资助（这对推广也

很重要，并要求出版和发行出版物）。最后，

从他们学术生涯的第一步开始，年轻的学者

们可能会认识到，他们所做事情的最终目标

不是寻找真理，而是把发表作为一个目的本

身。这可能会深刻影响他们的学术士气、质

量标准和研究实践。 

大众化 

为什么学术界对出版的压力越来越大？

似乎有不同的原因，这取决于学术系统是市

场导向还是国家控制。 

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体系中，大众化是一

个关键因素，因为它触发了与出版压力相关

的几个过程。短期合同的比例在增加，获得

终身职位前景渺茫的学者人数在增加。为了

延长他们的合同，他们必须在每个合同期间

（通常为短期合同）证明他们的生产力。由

于短期合同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教师可

能会选择连续发表论文，有时是“更快”，而

不是“更好”。 

另外，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系统中对于问

责制度的需求日益增长：大学必须向社会汇

报将公共资金花费在了共同利益上。论文发

表（首先是数字的积累）似乎就变成了一个

测量对社会影响力的透明指标。 

官僚主义 

在政府的作用占主导位置的体制中，“要

么发表，要么出局”是另一项势在必行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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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政府机构、部委和其他机构希望衡量高

等教育机构的成功程度，最好使用正式的、

易于估计的、易于比较的指标，并尽可能少

地征求专家意见。作为衡量一所大学如何运

作的标准，出版物的产出是不完善的，而且

相当有限，但衡量教学质量则更加困难。由

于外部主体依赖于形式指标，因此数量往往

比质量更重要。由于可以操纵正式的规则和

指标，我们在一些国家看到这种操纵的令人

震惊的迹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发起并在财政

上支持旨在促进卓越的倡议。在更广阔的背

景下，人们可以看到，作为衡量对象的学术

专业适应了这种衡量工具，并且这种调整深

刻地影响了个别研究人员和机构的研究实践

和政策。 

其他压力来源 

无论是市场导向还是政府控制，全球排

名的竞争都给国家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发表压

力。不断增长的“排名热”增加了对出版物

的关注，因为它们是一个关键指标。大学在

排行榜上的位置取决于它们的知名度，而院

校通常更关心它们的总体数量，而不是质量。

这种压力迫使研究人员不仅在质量上妥协，

有时还寻求在影响因素更高、能获得更多荣

誉的领域发表论文，调整他们的研究主题和

发表策略，以获得更好的发表前景和更好的

排名位置。 

当“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的命令凌驾

于“其他一切之上”时，情况就更糟了，这

就要求那些不应该做研究的教员也要努力发

表论文，而他们的工作本身只是为了教学。

如今，许多教学机构要么雄心勃勃地想成为

研究机构，要么迫于政府的压力而加强自己

的研究部门。 

结语 

从广义上讲，“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的

原则通常与普遍存在的对学术界的非学术控

制现象有关。尽管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

种情况以及后果如何有害，但如何制止这种

压力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可以肯定的

是，将会有很多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