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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
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
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
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
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
的网络空间。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市
场优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
济发展主战场，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环境。要
坚持数据开放、市场主导，以数据为纽带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数据驱动型
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培育造就一批大
数据领军企业，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的大
数据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
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我们要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
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
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
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
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发挥数据的基础
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
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

习近平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
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
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
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
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
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
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
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
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
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
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

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
感知、预测、防范能力。要加强政企合作、
多方参与，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数据集中和
共享，推进同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行平
台对接，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要加强
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
障和改善民生。大数据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方面大有作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
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
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
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要坚持问题
导向，抓住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强化民生服务，弥补民生短板，推进教
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
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深度开发各类便
民应用。要加强精准扶贫、生态环境领
域的大数据运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

力，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助力。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

安全。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
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要加强政
策、监管、法律的统筹协调，加快法规制
度建设。要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
通、交易相关制度，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
度。要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
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的保护力度，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国家安
全。要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
理规则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
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
本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
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
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
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各项工
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陈席
元 叶含勇）“拿到正式出版的书以后，我
才发现在版权页和扉页上，副主编加了
好几位，一个都不认识。”“第一主编9000
元、第二主编 8000 元、第三主编 7000
元”，花个万八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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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
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副主编加了好几位，一个都不认识”

近日，高校教师刘强西向记者爆料，
若干年前他参与了某高校出版社的国家

“十一五”规划教材《XX导论》一书的编
写，该书 2009年出版，由刘强西的同事、
资深教授张文彬担任主编。

“当时，张文彬教授召集我和另两位同
事赵顺良和孙玉刚一起编写，大家分工，各
写了3章左右，最后由张文彬来统稿。”刘强
西老师回忆，当他拿到书稿时，意外发现副
主编多了3个人，而且他并不认识。

记者辗转得到了这本2009年版的教
材，在扉页背面看到了“编写委员会”名
单，副主编一栏，除了刘强西和赵顺良，
还有李佳顺、宋志国、王爱东。据刘强西
指认，这几位不认识的“副主编”，正是李
佳顺、宋志国、王爱东，而另一位参与编
写的同事孙玉刚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
编委会名单上。

记者细览发现，这本《XX 导论》的
“后记”由张文彬执笔，其中第三段详细
介绍了参与写作的人员分工——第一章
由张文彬、杜鹏祥（刘强西的学生）合作
编写；第二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由赵顺良
执笔；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九章由刘强西
写成；第五章和第八章由张文彬、孙玉刚
编写。最后统稿由大家共同修改完成。

那么，多出的3位副主编是从哪儿来
的？刘强西说，从编写到出版，全过程没
有人和他们打过招呼，但由于出版合同
通常是五年一签，现在早已过了追溯有
效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时隔几年，这事又被提起来了。据
张文彬介绍，上述高校出版社的一位责
任编辑再次联系他，表示想对旧版进行
修订再版，而且还对他说：“我们还有一
个人想评职称，想加个名字。”

从12月6日开始，记者以某高校出版
社编辑的名义，以教材再版需要修订为

由，与这几位“副主编”先后取得了联系，
分别向其索求当年参与编写的教材底
稿。结果，3名“副主编”中，王爱东没有说
明自己和 2009年版的《XX导论》有任何
关联，他说：“太久远我都不记得了，我不
太清楚这个，也不参与了。”而李佳顺和宋
志国则明确表示参与了该教材的写作。

但当记者询问能否提供当年编写的
底稿时，李佳顺表示：“时间比较长了，我
也换过电脑了，只能给你一部分。说实
在话，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编写，人比较
多，你最好和出版社联系，他那边有完整
的。”而宋志国则对记者说：“时间太久
了，你留个邮箱，我找到再发给你。”

当记者想请李佳顺和宋志国确认当
年分工撰写的部分都是哪些章节时，两
人的回答都是“时间久了，都忘了。”随
后，记者又致电当年出版这本教材的某
高校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一本
书要加个名字，编辑事前肯定会和作者
沟通好，但像你说的这种多出了几个副
主编，作者都不认识的情况，肯定是编辑
有问题，他事前就没有和作者沟通好。”

教材“主编位”网上公开卖 最贵2万
最便宜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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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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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元不等，

“第二主编”价位 6500元至 1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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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代理称，价位根据出版社的级
别定，买家出多少钱就可以挂对应档次
的出版社，他所代理的国内一家名校出
版社，想当教材“第一主编”，收费在 2万
元以上。

“挂名主编”究竟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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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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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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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盖有合
同专用章。

一条龙帮你出专著、挂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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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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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名权买卖违法 卡住“需求”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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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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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揭开图书“挂名主编”灰色利益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