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谈刊物用稿遏制学术腐败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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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期刊中学术腐败的主要表现，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并从刊物用稿角度提出了

遏制学术腐败的对策：加强编辑自律，提高识别学术腐败的能力，完善审稿制度，开展学术制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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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功先生在《出版广角》!##! 年第 . 期撰

文指出，学术腐败严重困扰当下的学术界，同时也

给编辑出版界提出新的严峻的问题。张国功先生

的文章被《新华文摘》!##! 年第 "# 期作为论点摘

编，可见该文目光的锐利。这篇文章谈的虽是学

术图书出版，但学术刊物的出版也存在学术腐败

问题。我认为，学术刊物的学术腐败问题，主要体

现在刊物用稿上，本文打算就此作些粗浅的探讨。

众所周知，学术刊物也称学术期刊，而在高等

院校往往又称学报。学术期刊按照流行的分法，

又可分为权威学术期刊、重要学术期刊、核心学术

期刊和一般学术期刊。不管是哪一类期刊，从期

刊所承担的使命讲，都应该把最好的最新的精神

食粮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为传承文化，推动精神

文明建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也就是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以科学的理论

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

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应该说，我国绝大多数刊物是努力按照这个

方向去做的，而且成绩显著。几年来，期刊界也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举办中国期刊展、评选

名刊、组建期刊方阵、实行期刊评级评优、鼓励出

精品等等，都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但是，无庸讳言，在学术期刊界也存在着学术

腐败现象，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大体而言，学术腐败现象在期刊中有如下主

要表现：

"、文无新意，“总体平庸”

这也是崔俊涛先生在《提高期刊编辑综合素

质 扼制学术写作不良失范》一文中所列举的第一

种。该文指出：“选题陈旧滞后，内容空洞无物，方

法缺少突破，结论人早皆知，行文中貌似论证得面

面俱到，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只是在满篇低水平地

重复已有的观点、结论，总体上缺乏自己的见解和

科学创新”［"］。我想，如果用新颖、原创这一试金

石来检验一下我们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也

许有不少文章就不能发表。有些学者，对此现象

更是一针见血地认为，许多论文看似论文，其实是

文字垃圾而已。

!、“你抄我抄”，“不引不注”

有些作者写学术论文，以“天下文章一大抄”

作为信条，或从杂志复印，或从网上下载，应该说，

必要的资料搜集是写作学术论文的前提，适当地

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是行文之必需，但不能操

作失当，更不能坐享其成。有些人把别人的文章

换个名字就成了自己的“大作”，通篇翻版到自己

的名下。还有就是剽窃别人文章的观点、论据、结

论，甚至大段大段文章，不引不注，占为己有，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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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论文成了“你抄我抄”的“推背图”，严重违反著

作权法。

!、学术失范，署名搭车

按理说，学术论文是作者在某一研究领域所

取得的不同于他人的研究成果，“板凳要坐十年

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许

多年前在谈论如何写作学术论文时就说过：“不通

一艺莫谈艺”。严格地说，若不进行某一领域的研

究，就不可能写出该领域的学术论文，这个浅显的

道理现在有时也被“颠覆”了。其简便的方式就是

署名搭车。古诗《公无渡河》：“公无渡河，公竟渡

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戏作一改就是：“公无研

究，公竟署名，论文印出，当奈公何？”当然，署名搭

车，有些是一望便知的，而有些比较隐蔽，当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了。

以上三点，只是期刊学术腐败中的主要表现，

当然还有其他表现，不再一一列举了。若探讨其

中的原因，我认为：其一，现在评职称、获学位、拿

岗位津贴，论文都成了必不可少的硬指标，成了关

注的重点，盲目抬高论文的地位，加剧了社会对论

文的不合理需求，也就使大批量平庸的所谓学术

论文应运而生了。其二，诚信缺失，有些人不守诚

信，不付出相应成本，却能捞取不少利益。受这一

畸形效应影响，一些人变得见利忘义，公然将别人

的成果占为己有。其三，缺乏学术制裁，致使学术

假货盛行。甚至连“教授当枪手”、“网上卖论文”

之类闻所未闻的交易丑态都能出现，也反映了当

今的学术浮躁之风，这样看，学术期刊出现的学术

腐败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怎样才能遏制学术腐败？特别是从刊

物用稿角度能有什么遏制腐败的对策呢？

第一、加强编辑自律，把好刊物入门关口。

编辑是学术期刊的“守门人”，把好刊物入门

的关口非常重要。编辑要高度重视肩负的社会责

任，培养优良的职业道德，以事业为重，加强自律，

尽可能杜绝关系稿、人情稿，运用好手中对论文的

“生杀大权”，以自己的编辑实绩，赢得读者和社会

的声誉。

第二、提倡编辑学者化，提高识别学术腐败的

能力。

学术期刊的编辑要介入研究，要努力使自己

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高识别学术腐

败的能力，这样与作者才有共同语言，能够共同登

上学术研究的平台。我在《再谈如何办出有特色

的学术专栏》一文中谈到：“如果专栏编辑对稿件

知之甚少，又怎么识别稿件的学术水平？又怎能

取舍以保证专栏的质量？⋯⋯专栏编辑不能游离

在栏目之外，必须有自己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才能

‘压住阵脚’，也才能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我们知道，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审稿专家的意见确

实非常重要，但对于如何做到客观、公平、准确，综

合考虑来自编辑部内外的意见，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说，如果编辑本身就是该领域的专家，那些平庸

之作，又怎么能够“破门而入”呢？

第三、完善审稿制度，尽可能了解作者“底

细”。

学术期刊的稿件质量及录用与否，很大程度

往往是通过审稿者来衡量的。为了保证审稿质

量，要求审稿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在本学科

是有影响的学者，并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具有深邃

的学术眼光，要能切实把握本学科本研究领域的

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对本研究领域的未

来走势，能有透彻的理解，作出准确的判断”［!］同

时建立审稿专家网，实行匿名双审制。我甚至觉

得，审稿过程可以匿名，而稿件发表，审稿者可以

署名，一方面对审稿专家的精神劳动表示认可和

尊重，没有必要藏在幕后；一方面也是对所审稿件

负责，对学术质量的把关公示。这样做，根据笔者

多年编辑实践看，估计对学术期刊的上水平更为

有利。

为了保证学术期刊的质量，我们还可以对来

稿作者的情况进行网上查询。今年上半年，我们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收到了一份有

关六朝研究的稿件，学报开设有“六朝研究”专栏，

当然应该欢迎来自各地的稿件，但作者是个生面

孔，能不能了解到他的“底细”呢？专栏编辑打开

互联网搜索，很快发现作者有大量有关论文发表，

属于专家型的人物，不言而喻，这对我们保证用稿

质量就非常有参考价值了。

对于研究生来稿，特别是硕士生来稿，目前需

多重把关。有些刊物在研究生论文前加署导师姓

名，这样做对保证论文质量有利，但若该研究论文

是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加署导师姓名（往往前置

为第一作者）则有侵权之嫌，日后还可能引发纠

纷。建议加注指导教师姓名，导师可不作为文章

合作者，似更可行，这样既维护研究生本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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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又起到把关作用，可保证论文的学术质量。

第四、开展学术制裁，让学术假货和制假者曝

光。

学术制裁是“对那些在学术写作中被公开揭

露出的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人运用舆论谴责、行

政处罚等手段对其进行学术职权上的必要限制，

增大学术写作不良失范成本风险，最大化地减少

其收益的方式。”［!］进行学术制裁有些地方已经见

诸行动。报载，西南师范大学为保证本科毕业生

论文质量，今年 " 月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学生剽窃

论文指导教师“下课”。对于抄袭、剽窃他人研究

成果者，按考试作弊处理。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

者，由作者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指导教师

! 年内不得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可以让学术假货和制假

者曝光，在期刊上设立曝光台，形成一种学术打假

的氛围，把论文打假也列入学术期刊年检范围。

对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必须付出相应代价。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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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稿 须 知

一、向本刊所投之稿，必须为原创之作。凡涉及抄袭、剽窃的，其违反著作权法等

一切后果由署名者自负，本刊有通报、曝光及追究其违反法律法规和学术道德的权利。

二、作者不得一稿多发，不能把已发之作交由本刊再发表，也不得把本刊已确定发

表之作另许他刊发表，但可同意他刊转载、转摘我刊文章，转载、转摘时当注明出处。

三、本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数字化

期刊群”、《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在本刊稿酬中一并给付（另有约

定者除外）。对此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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