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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举例阐述编辑工作中发现的几种“隐性”学术不端行

为，以引起编辑同人对类似问题的注意。分析出现这类学术不

端行为的原因: 作者诚信意识淡薄、期刊重视度不够以及相关

惩处机制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防范建议，以期从

责任编辑、审稿专家及监管部门 3 个方面共同维护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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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科技论文中的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知网、万
方数据以及维普和超星相继推出了“科技期刊学术不

端文 献 检 测 系 统”( AMLC ) 和“论 文 相 似 性 检 测 系

统”，为期刊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

持，期刊编辑同人也分享了许多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对

于这些系统的使用建议［1-3］; 但由于受计算机查重检

测技术本身的限制，科技论文中图片、表格、公式及英

文信息等内容还无法实现有效的检测，由此产生了一

系列“隐性”的学术不端行为，给编辑审稿时的学术诚

信把关造成了严重困扰。已有研究对科技期刊中常见

的学术不端行为做了归纳和分析，其中特别指出了图

片、表格、公式等抄袭的问题［4］。
针对此类“隐性”学术不端行为，笔者通过几个案

例综合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防范建议。

1 “隐性”学术不端行为的典型案例

1. 1 改头换面的图表 在现有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

系统中，图表是主要的检测盲区之一。编辑在初审过

程中，对于“文字重复率”较低的稿件，比较容易忽略

其可能存在的“隐性”学术不端问题，即对数据结果图

表的抄袭。这类问题大多表现为将学位论文中的部分

数据结果图表直接提取出来，重新组织正文文字向期

刊投稿。另有个别作者采用了更隐蔽的手法，如对于

同一组数据，在已上传至公开数据库的学位论文中用

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在投稿论文中则改用折线或

柱形图展示。
含这类“隐性”学术不端行为的稿件，检测系统得

出的全篇文字重复率一般并不高，但正文结果分析部

分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的连续文字重复; 此外，图表名也

容易被检测出文字重复: 因此，编辑通过初审时细心比

对，还是有较大机会发现的。
1. 2 局部篡改的图片 科技论文中的数据除了上述

的统计图表，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从实验仪器中获

得的图片，这同样也是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盲区。
一般而言，编辑在初审论文时，凭借自身的学科专业知

识背景，对图片中明显的人为造假痕迹，如不当裁剪、
拼贴等还是比较容易察觉的，但对于一些局部篡改过

的图片却很难看出问题。笔者发现，这类问题往往出

现在专家外审阶段，结合专家审稿意见中对数据结果

提出的疑问，以及再次审核投稿作者的修改稿时才被

发现。有时这种局部篡改甚至直接发生在投稿作者对

稿件的审后修改过程中。
例如: 专家在审稿时对原稿中图片 ( 图 1 ( a) ) 呈

现的差异显著性提出了质疑，要求作者再次重复实验

进行验证，在作者修回稿提供的图片( 图 1 ( b) ) 中发

现了局部篡改的痕迹( 框注部分) 。
这类“隐性”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提醒编辑在整

个审稿阶段都应保持警觉，尤其对于作者修改稿中对图

片补充或修改的部分，需要更细心地与原图进行比对。
1. 3 更换语种的重稿 除了图表，跨语种的文字重复

是现有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另一盲区，因此也成

为了“隐性”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的区域。由于目前国

内外文献数据库并未实现有效互通，除了一些全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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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投稿论文中的原始图 ( b) 修回论文中的替换图

图 1 图片局部篡改案例

语出版的文献可以实现跨语种的检索外，更换语种的

重稿无法依赖查重软件被检出，因此更需要引起重视。
这类问题在初审时通常很难发现，直到外审阶段

才被同行专家发现。近期的一项案例如下: 专家在审

稿时指出原稿中的方法已在一篇英文会议论文中发表

过，并提供了该文献。笔者经过比对后核实作者仅对

同一示意图改用了中文注释，进一步比对正文文字和

其他结果，最终以涉嫌双语重复发表作退稿处理。
对于这类“隐性”学术不端问题，由于目前还缺少

跨语种查重检测软件的技术支持，容易成为更换语种

一稿两投或重复发表的重灾区; 因此，更依赖于编辑及

审稿专家对稿件内容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并对可疑的

部分加大检测力度。

2 “隐性”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

2. 1 作者的学术诚信意识淡薄 从上述几个典型案

例可以看出，这些学术不端行为在表现形式上均具有

一定隐蔽性，特别是局部篡改数据的行为，基本可以推

断作者存在侥幸心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由此反

映出其主观上的学术诚信意识淡薄，为了达到论文发

表的目的而触及了学术不端的底线。
2. 2 期刊编辑部对诚信把关的重视度不够 出现学

术不端行为，除了作者主观上的诚信意识淡薄之外，也

存在一些期刊对稿件把关不严的问题。近期的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中文学术期刊目前还很少采用国际通用

的学术诚信控制机制［5］。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

中，很多期刊为争夺稿源，缩短发表周期，常常还开通

“快速通道”而压缩审稿流程，导致编辑在较短的审理

时间内无法细心审查潜在的学术不端问题，而仅仅在

初审阶段依赖于文献检测系统的结果。从上述几类

“隐性”学术不端行为不难看出，作者正是发现了期刊

对文献检测系统的依赖性，才有针对性地对重复数据

采取隐蔽处理或者避开初审阶段进行数据篡改。可

见，期刊对于诚信把关的重视度还亟待加强。
2. 3 学术不端行为惩处机制不完善 随着互联网与

移动传媒的开放发展，近年来许多典型的学术不端行

为陆续被曝光，教育部门与科研机构也积极出台了相

关政策［6］对学术诚信问题予以规范化管理; 然而，目

前国内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机制还不够严格，一

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碍于情面或不良影响考虑，对本单

位论文被发现涉嫌学术不端问题的责任人追查力度不

足，论文因学术不端问题被退稿或撤稿后责任人并未

受到相应的惩处。上述几类“隐性”学术不端行为均

发生在论文审查阶段，相对于公开发表后被撤稿的论

文，责任人更不易被追查到不良的诚信记录，因此在未

得到惩处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学术不端

行为。近期一项对于学术不端退稿稿件的追踪调查研

究发现，超过 40% 在退稿后不到 1 年内在他刊公开发

表，而其中的学术不端问题仍旧存在［7］。可见在缺乏惩

处机制的情况下，学术不端行为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3 防范“隐性”学术不端行为的建议

3. 1 增强编辑的主体责任意识 上述“隐性”学术不

端行为的出现，暴露出目前学术诚信维护机制仍存在

着较大的漏洞，一些诚信意识淡薄的作者抓住这些漏

洞采取了更“高明”的隐蔽性手段，试图逃避常规的学

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这给期刊编辑敲响了警钟，也

督促编辑应进一步增强主体责任意识，在审稿过程中

对稿件的学术诚信进行严格把关。已有研究指出，编

辑应该在收稿前、初审时以及稿件发表前全程多重把

关［8］，也呼吁科技期刊编辑应扮演好“守门人”的角

色，重构学术诚信的领导艺术［9］。
笔者所在编辑部近几年来一直积极致力于提升编

辑主体责任意识，特别针对上述几类“隐性”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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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断完善相应防范措施:

1) 在初审和核查作者修改稿时，严格对图表、公

式等文献查重检测盲区的内容进行重点细查;

2) 在稿件上传时，责任编辑可视具体情况要求作

者以附件形式提供相应的原始数据;

3) 在稿件中存在全英文图表、中文语句采用英文

表述方式等情况时，加大对英文题名、关键词等信息的

检查力度;

4) 对稿件中存在质疑、涉嫌学术不端的内容，责

任编辑发现后及时提出并在编辑部内部共同探讨。
3. 2 发挥审稿专家的把关作用 由于上述“隐性”学

术不端行为多体现在论文的数据内容上，科技期刊编

辑尤其是综合类学报的编辑，受自身专业背景的限制，

很难有效地发现与自身专业差别较大的稿件内容中存

在的问题，这也让部分作者“有机可乘”对数据进行隐

蔽性的处理而侥幸通过编辑初审阶段的审查; 因此，在

外审阶段应该尽可能发挥专家对内容把关的作用。已

有研究提出编辑找准“小同行”专家可以有效防范学

术不端［8］，笔者也在审稿工作实践中多次经历由“小

同行”专家在审稿意见中特别指出论文数据涉嫌学术

不端问题的案例，主要包括图片分辨率不足、图表数据

不符合客观规律以及双语重复发表等。可见，找准

“小同行”专家在外审阶段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编辑

的“专业盲区”，发挥他们对于相近领域科研成果深度

了解的优势，在对论文学术质量把关的同时，对学术不

端行为也能做到有效监控。
笔者所在编辑部一直以来重视外审专家对稿件质

量的把关，近年来在发挥审稿专家的诚信把关作用上

进行了积极探索:

1) 派送外审时慎重考察作者“推荐专家”，尽量避

免派送与作者同单位的同行专家，以防作者与审稿专

家“私下联系”而干扰专家的诚信把关;

2) 加强编辑与审稿专家的交流，对初审时存在质

疑之处在派送稿件时适当批注，以引起审稿专家对可

能涉及诚信问题的内容予以重点关注;

3) 重视“修后再审”环节，要求作者在附送修改说

明的同时于修改稿中清晰标注修改内容，以便审稿专

家更好地比对修改痕迹，提高发现数据篡改问题的

概率。
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期刊编辑部可考虑针对审

稿专家的诚信把关作用增设额外的奖励性审稿费，以

资鼓励发现学术不端问题的审稿专家，进一步调动其

参与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积极性。
3. 3 制订严格的监管惩处措施 学术不端行为从本

质上来说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对作者进行学术诚信教

育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期刊界与教育部

门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已有研究报道根据高校编辑部

的特点尝试构建学术不端行为教育与预警平台［10］，本

刊编辑部也积极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诚信宣传并举办讲

座; 但如同任何一项纪律法规一样，在宣传教育的同时

必须配以严格的监管惩处措施，才能切实有效地达到

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目的。
目前，随着科研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加之信息公

开大环境中社会监督力量的积极协助，论文发表后被

发现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不少作者受到了严厉的查

处，起到了“以儆效尤”的防范效果; 但在期刊界至今

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机制，对于审稿过程中发生的

学术不端行为还缺乏必要的同行间信息互通，类似因

学术不端退稿后换刊发表的问题［7］仍然威胁着学术

生态: 因此，笔者认为期刊编辑作为重要的学术诚信

“守门人”，应该积极推动和配合期刊管理机构尽快建

立起诚信档案共享平台，以保证对审稿中记录在案的

学术不端论文进行“封杀式”退稿，通过严格的惩处措

施实现“防患于未然”，努力将学术不端行为扼杀在论

文发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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