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一条龙帮你出专著操作一条龙帮你出专著、、挂主编挂主编33

署名权买卖违法署名权买卖违法 卡住卡住““需求需求””很重要很重要44

““挂名主编挂名主编””究竟如何操作究竟如何操作？？22

“第一主编9000元、第二主编8000元、第三主编7000元”，花
个万儿八千，就能买个大学教材主编当？中介公司告诉你，这个真
的可以有。记者暗访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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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同样出本书，我们三五年，人家
三五万。”一位高校教师说，拿钱买主
编还能评职称，对踏实做学问的教师
太不公平。北京科名专利代理事务所
合伙人郭杨表示，按照我国著作权法
规定，署名权不可转让，没有参加创
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挂名主
编”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非法转让行为。

某高校教师刘强西 （化名） 表
示，其参与编写的教材 《××导论》
在版权页和扉页上，出现多名不认识
的副主编。

多名中介代理人员表示，买家“挂
名”主编、副主编，多数就是为了职称
评定，因为现在一些单位仍然将担任
专著或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等列为职
称评审条件。

“ 按 说 这 不 该 作 为 职 称 评 审 依
据。”在多家出版社担任法律顾问的苏
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小伟告诉记者，
著作权法并没有主编、副主编的说
法，“作者才是参加作品创作的人，而
主编、副主编主要承担统稿和联系作
者这类行政事务性工作，并非创造性
劳动。”

出版行业人士呼吁，建议不再将
主编、副主编、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
条件。同时，出版社也应该坚决杜绝
书号买卖，斩断署名权买卖利益链。

近期，多家出版社发布声明称，
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组织投稿、
出书事宜，对机构和个人的违规行为
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据新华社

花个万儿八千
担任大学教材主编？
揭开图书“挂名主编”灰色利益链 这几天，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外卖小

哥的采访视频让许多网友表示感动。
事情发生在11月28日，浙江杭州一

网友“hey 你爱吃青椒吗”在微博上说：
点外卖之后接到几个没有声音的来电，
一接通就挂断，当时以为是恶作剧，所
以忍不住发了脾气，后来才发现外卖员
的短信。原来外卖员是聋哑人，在短信
里解释了沟通不便的苦衷，需要通过打
电话来提醒顾客外卖已送到的讯息。该
网友对于自己当时没有耐心感到十分自
责，所以在网上呼吁大家如果遇到这种
情况，最好检查一下有没有被忽视的短
信，避免伤害到这些努力工作的人们。

12月9日下午，记者找到了这位外卖
小哥。他叫于亚辉，24 岁，河南人，是
杭州一家外卖公司的员工。

于亚辉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南京、
杭州等多地找工作，但是因为身体原
因，很多单位都婉拒了他。能进入目前
这个外卖团队，也算是缘分。他加入这
个团队就是想多赚点钱好好生活，他很
喜欢目前的工作。 据《钱江晚报》

聋哑外卖小哥送餐
提前短信联系客户

近日，黑龙江大庆市有一对双胞胎
兄弟迎娶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婚礼当天
网络视频就达到了137.4万的点击量。

双胞胎哥哥叫郑大双，弟弟叫郑小
双。双胞胎姐姐叫梁睛，妹妹叫梁晴。
婚礼现场上，4 位新人除了收获幸福外，
婆婆还有个霸气的小想法：希望两对新
人再生两对双胞胎。

不少网友表示“这要是区分不出来
怎么办？”“如果再生两对双胞胎的话真
是太神奇了！” 晚综

双胞胎迎娶双胞胎
婆婆希望再生双胞胎

西成高铁车厢变T台
“动妹儿”身披汉服走秀

近日，西成高铁的开通惹人关注。
自开通以来，在这列被称为“文化之
旅”的列车上，不时会上演各种精彩的
文化盛宴。12月9日，在成都发往西安的
D4252 列车上，四川西南航空学院 20 多
名身穿汉服、芙蓉花季动车制服的准“动
妹儿”就为旅客带来一场穿越之旅，吸
引了众多关注。 据中新网

“袁编辑”出示的“何某某”委
托某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与中介签
订的出书合同。

“专著教材代写，为您职称评审保
驾。正规出版，211高校出版社、国家
部委直属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安
全操作，教师医生可后付款。”在一个
有 1300 多名成员的“图书编辑出版”
QQ 群里，类似广告循环发送。记者
以急需评定职称为由，进群咨询了多
名代理。

“您是同行？要什么方面、什么位
置？拿大号 （注：常用 QQ 号） 加我
谈，没有大号就打电话。”代理们一开
始很警惕，反复要求记者“用大号”

“打手机”“加微信”。
随后一名代理表明身份：“我们是

天津某出版社的，和多家高校出版社
有合作，每本专著的主编，前三位都
可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到，
也就是上CIP（图书在版编目）。”

这 名 代 理 说 ， 副 主 编 无 法 上
CIP，“如果别人跟你说副主编可以
上，你得先去查清楚才行。”其他几名
代理也证实，对副主编的收费很便
宜，但名字只会出现在书的前言。

随后，“袁编辑”给记者出示了“何
某某”委托某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与中
介签订的出书合同。几番沟通，记者
收集到 6 名代理的“主编、副主编”
报价。

归纳来看，“第一主编”的价位从
8000 元至 2.1 万元不等，“第二主编”
价位 6500 元至 1.7 万元，“第三主编”
价位5500元至7000元，副主编价位从
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为了弄清“挂名主编”交易全过
程，记者尝试在某 QQ 群联系了一名
叫“袁编辑”的代理。“袁编辑”首先给
了记者一串 CIP 号：2017289572，“《教
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何某某
著，CIP才下来不久，你查查这个。”

记者登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官网，查到了“何某某著”的《教育
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中国版本图
书馆CIP数据核字显示，这本书2017年
11月由北京XX出版社出版，ISBN（国
际标准书号）号为978-7-5402-4771-3。
根据“袁编辑”提供的 CIP 号，在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询到的结果。

接下来，“袁编辑”向记者展示了
这本书的“作品签约合同”。在这份委
托代理协议中，“著作权人 （权利
人）”是“吉林省XX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著作签约人（代理人）”即是“袁

编辑”所在的×××××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袁编辑”告诉记者，“权利人”
这一栏可以写作者的名字，如果作者
觉得不方便，也可以像何某某一样，
委托给代理公司，由后者与他所在的
中介公司签订合同。“袁编辑”表示：

“我们合作过很多次，假不了。”
记者在上述合同里看到，“权利

人”授予代理人“在本协议有效期
内，代理上述作品的出版权”，而代理
人则“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帮助权利人争
取各种签约机会，并将联系进度和意
见及时反馈给权利人”。该合同注明，
代理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编挂
满后6月出版”，落款是“×××××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盖有合同专用
章。

记者暗访发现，代写、挂名、出
版、代销，“挂名主编”已然形成了一
条产业链。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挂名主编”服务的商家不少。一些卖
家为了证明自己“靠谱”，还让买家“晒
出”了图书实物照片，并留言“合作了
很多次，有诚信！”等。

网站上一名卖家说：“只要肯出
钱，稿子不用你写，主编、副主编随
你挑，你只需要动员学生、亲友在内
的人脉资源，帮忙代销一定数量的图
书就行。”

为确认“挂名”图书是否为正规
出版物，记者根据网店“晒出”的书
名、出版社和 ISBN，前往国家图书
馆，在书架上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书。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出版

社出版图书后，应将样本送交国家图
书馆。只要未特别标注“非正式出版
物”，馆内藏书均默认是正规、合法的
公开出版物。

“是正规书不奇怪，因为中介去出
版社买的是真书号。”某高校出版社总
编辑一语道破，“这其实就是买卖书号
的升级版，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中介，
由中介张罗后续经营事宜。”

关于这些图书的来源，一名代理
称，公司有编辑团队撰写各类专著和
教材，专供“挂名”出售。根据其提
供的截图，仅商科类就有近百种教材
可供“挂名”出版。

此外，在他人编写的教材中附上
第二、第三主编或多名副主编“搭顺
风车”的现象也很常见。

教材教材““主主编编””网上卖网上卖
最贵最贵22万元万元最低最低55005500元元

网站上买家的评价。

根据“袁编辑”提供的CIP号，在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询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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