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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中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探析及编辑作为

李　晶　　张　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３，北京

摘　要　作为科技期刊的主要作者群———研究生，其学术不端
行为频频发生并且具有不同于一般科研人员的特点。在２个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案例的基础上，调查与探讨研究生学术不

端行为现状及认知情况，并提出了科技期刊编辑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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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作为我国科研工作的后备军，其学术不端

行为会严重影响我国未来科研事业的发展；然而，研究

生虽涉足科研领域，但并未像一般科研人员那样长期

工作在不同的科研领域，对相关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

认知依然有所欠缺甚至存在大量盲点，学术道德规范

知识掌握不全面，而且缺乏出版道德方面的系统知识。

此外，与一般科研人员相比，研究生的年龄有１０～２０
岁的差距，且绝大部分为在校学生，所处的环境、受教

育程度和相关监管机构等都与一般科研人员不同，社

会阅历及科研素养也远远不及一般科研人员［１］。

基于此，本文在分析２个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典
型案例的基础上，以研究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对

学术道德规范知识的认知情况，并提出了科技期刊编

辑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同行的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现状

　　案例１　研究生甲被本刊录用的文章１在出版前
被检测到与已有文献的重复率高达 ４２．４％，其中
２４１％为本人文章２。

这２篇文章均为针对无人机参数辨识问题提出的

辨识方法。文章１用差分进化方法与 Ａ方法相结合，
而文章２用差分进化方法与 Ｂ方法相结合。引言中
关于研究背景及研究现状的介绍基本一致；正文中研

究对象一致，均为无人飞行器动态系统；系统参数、建

模方法一致；模型方程的前期处理过程一致；运用相应

的方法后，又用相同名字的图表来说明辨识结果和指

标等，只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辨识方法，图表中具体数

据有个别差异；结论一致，均为有效地进行了参数辨

识，为无人机参数辨识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法和新的求

解思路。

这２篇文章几乎同时投稿：文章 １收稿日期为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修改日期为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网
络出版日期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３日；文章２收稿日期为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日，修改日期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０日，网
络出版日期为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３日。作者强调文章１所
用方法不同于文章２，而该方法正是自己的创新之处，
是优于传统算法的全新算法，也是自己所做课题的重

点和难点。遗憾的是，该部分只占文章整个内容的一

小部分。在笔者将相关条例和规范以及存在的问题向

作者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后，作者接受退稿；但仍表示

完全不知道该行为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心情非常沮丧

和郁闷，一整夜没有睡好，甚至影响了次日的考试。

案例２　半个月后，某研究生文章在编校完毕准
备付印时，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检测及编辑部复核，

认为作者抄袭了在另一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而被退稿。

虽然重复率仅为１５．２％，但几乎是２篇完全相同
的文章。首先，这 ２篇文章的公式和图表完全相同
（检测系统不能识别公式和图表）；其次，作者“聪明”

地借用语序调整、表达替换等手段逃过了检测系统，也

给编辑的比较鉴别设置了一定障碍，如用“文献［１］指
出”代替“×××等指出”，用“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代
替“系统的稳定性得以保证”，用“将 Ａ与 Ｂ紧密结
合”代替“将Ａ与Ｂ融为一体”，等等，甚至在另一期刊
已经录用后，作者还在本刊开具录用证明，而始终未申

请撤稿。笔者在告知其重复情况并通知退稿时，作者

态度冷漠，并未表示任何歉意和悔意。

虽然这只是２个案例，但仅隔半个月，且日常工作
中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研究生对自己的学术不端行

为要么不知情，要么知道却不以为然，这样的态度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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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深感震惊。为深入了解这一现状，笔者针对研究生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知度进行了问卷调查。

２　研究生学术不端认知度调查及分析

　　根据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

为的通知》［２］中指出的 ７种学术不端行为，以及
ｉ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ｅ对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调查的 １０种学术不
端行为［３］，列出了１１项常见学术不端行为，调查研究
生认知度和重视度，共回收 ２２８份问卷，其中硕士生
１３０名，博士生９８名，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认知度调查 ％

学术不端行为 认知度

将他人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原封不动、或稍作改动后发表 ９５．６１
窃取他人未发表成果作为自己论文发表 ８６．８４
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８４．２１
通过删节、补充等隐蔽手段处理他人论文发表 ８２．４６
引用时未按规范注释，或者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７６．７５
自我引用而不加说明，或大量重复自己已发表内容 ５５．２６

学术不端行为 认知度

以相同或相近方法，重复他人研究、实验和数据 ５４．８２
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４３．８６
引用了“二次引用”的内容，而未从原始论文中直接引用 ４１．６７
一篇论文投到多家刊物 ４０．７９
未经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包括团队研究成果中的署名顺序问题 ４０．３５
了解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相关处罚措施 ３８．６０

　　由表１可见，除“抄袭”“剽窃”以及涉及“篡改”等
敏感字样的行为外，研究生对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认

知度较为欠缺。如案例１中研究生以为更换了算法就
是一篇新的文章，殊不知，“未恰当说明，在论文中大

量重复自己已经发表论著中的内容”［３］（如案例１中
的建模、模型处理过程等）也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一

种，确切地说，就叫“自我剽窃”。表１显示，研究生对
“自我剽窃”的认知度仅为５５．２６％，也就是说，在此次
接受调查的研究生中，有将近一半不清楚“自我剽窃”

的确切含义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目前对期刊论文中学术不端行为处罚

的力度不够，也间接导致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

穷。表１中只有３８．６％的研究生了解对学术不端行
为的相关处罚措施，而具体到科技期刊，也仅仅局限在

通知学生及其导师，予以退稿。研究生可能因此被导

师说教和批评，脸皮薄的会认识到错误进行自我反省；

因为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今后是否会再出现类

似情况也无法保证。而一些“心态好”的研究生就算

挨了批评可能根本不会在乎，甚至因仅仅是被退稿

而没有受到实质性处罚，以后有机会大有可能继续

尝试。

至于导师的说教基本都是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后，

觉得有损自己形象，遂进行简单批评教育，而前期监督

和指导严重不足。上述２个案例中导师在被问到是否
认真看过学生文章时，都含糊其辞，表示大概看了一

下，并没有认真负责地进行论文指导，而对学生学术道

德方面的教育更是从来没有过。

没有相应的学术监管机制，目前对学术不端行为

的监管主要依赖论文检测系统，而对所检测到的学术

不端行为的惩处措施也仅仅限于学位论文，会对研究

生的毕业和学位授予产生一定影响；对于期刊论文，几

乎没有相应的机制和机构进行监管。这使得科技期刊

编辑即便发现学术不端行为，也只能以退稿这种没有

利害关系的方式来处理，甚至有些稿件在发现学术不

端之前已经为作者开具了录用证明，该证明可能已为

作者毕业、评奖学金等有所贡献；最终，由于监管不到

位、制度不健全，让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生钻了空

子。因为没有任何风险，大大降低了研究生大搞学术

不端的成本，对其约束作用也是微之又微。

３　科技期刊的应对策略

３１　收稿时增加“学术不端行为告知书”　列出学术
不端行为类别，并在大类下以小类甚至条目的形式详

细解读，让研究生了解学术不端的具体行为，明白和熟

悉条例，由此不会因不知道或不懂而出现本不应该出

现的问题。在期刊主页刊登“学术不端行为告知书”

（模板见图１），明示编辑部认定的学术不端的具体类

图１　 “学术不端行为告知书”模板

１６４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８卷

型，详细说明允许的文字复制比例范围及形式，要求作

者签名后与所投稿件一起上传，否则初审不予通过；同

时，在投稿系统中加入“学术不端行为告知书”，设置

系统为逐条阅读并打勾，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目的是让每一位投稿的作者都熟知学术不端行为，避

免因该方面知识欠缺所引起的不必要的麻烦

和误会［４５］。

３２　多次进行学术不端检测，最大程度地遏制学术不
端行为　目前大多数期刊在稿件初审前以及编校结束
付印前都会进行学术不端检测。初审时发现学术不端

行为可及时处理；但若付印前学术不端检测时发现学

术不端行为必须退稿，不但编辑之前所做的所有工

作都付之东流，还要临时编辑加工新的稿件来替

换。本刊在上传网络优先版前增加 １次学术不端
检测，及时发现因时间差造成的学术不端行为，避

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文章在网络公开传播引起

的不良后果。

３３　缩短发表周期　很多一稿多投情况的出现，就是
因为不同期刊发表周期存在时间差，文章在周期短的

期刊上先发表了，而周期长的期刊只能被迫退稿。研

究生毕业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表数篇论文，且对期

刊的类型、级别等有一定要求，加上很多研究生前期精

力一直放在学业、科研、实验中，因为个人时间分配不

当耽误文章发表，导致发表文章时间紧迫，压力巨大，

编辑应对此表示理解。若能加快稿件处理速度，缩短

稿件发表周期，让作者尽快知道稿件处理结果，便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稿多投的概率，这样既保证

了学术成果以最快速度传播，又降低了学术不端行

为发生的可能。

３４　积极教育和引导，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
育［６］　目前尚无特定的组织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规范
和学术道德教育，作为与作者直接接触的编辑，应自觉

肩负这一重任。不论来稿是否发表，编辑都有责任和

义务将来稿中存在的学术规范问题告知作者，使其纠

正错误，逐步培养其学术规范意识和学术道德［７］。目

前很多期刊都开通了 ＱＱ群及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
台，编辑应在日常交流中借助这些平台，向研究生

宣传著作权法、学术伦理规范、不端行为类型，结合

平时遇到的案例加以讲解，使研究生对规范行为烂

熟于心。

３５　将学术不端作者列入黑名单　编辑部可采取一
定的惩罚措施，如将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生列入

黑名单，并用函件告知一定时间内不受理他本人甚至

其导师团队来稿，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导师认真指

导学生写论文。如可能，建立相关期刊学术不端联盟，

共享黑名单信息，慎重对待黑名单作者的投稿，对情

节特别严重的，可适时公开或进行通告。在预防无

力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惩处措施可形成威慑力和

约束力。

３６　呼吁建立和健全机制与机构　呼吁学校将学术
道德与学术规范的课程纳入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体系，

作为研究生学业指导的第一责任人，导师有义务向学

生提供与科研行为规范有关的各种规章制度，并向他

们讲解有关规定；同时，健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管

理机制和惩处措施。编辑在遇到学术不端行为时

一定要零容忍、不姑息，不能因为同情、人情等因素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坚决不为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

提供温床［８］。

近日报道，兰州大学在读研究生郭某，因国际学术

会议论文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被兰州大学做出开除学

籍处分。之后，郭某不满校方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请求予以撤销，二次审理后被驳回诉请。希望相

关部门都能对学术不端行为予以重视并加大惩戒力

度，而不只是停留在三令五申，对违纪者应毫不留情，

必要时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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