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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研究生发表的一般学术期刊论文存在的学术规范问题较多。对此，描述了学术论文违反学术规范的
一些表现形式，并且站在研究生导师和审稿者的角度，分析了转型中的二本高校研究生学术论文违反学术规范的原因，

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导师主导的学术规范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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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研究生教育质量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各种论文抄

袭、剽窃、作假、一稿多投／多发的新闻不断被报道。每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诟病教育体制，批评制
度漏洞，指责个人品行，当然有人准备效仿之。研究生管理部门寄望通过相关制度或者规定的完善，杜

绝学术不端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以探索、发现和发明为宗旨的科学研究更需要的是科研工作者的自我约

束和遵守。本文站在研究生导师和审稿者的视角，就二本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学术论文反映出

来的学术规范问题，探讨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改进措施。

１　研究生学术论文反映的学术规范问题及其表现形式
对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论文（中文）的基本结构以及投稿，发现存在的较为隐晦的学术规范问题

及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其一，文献综述：照搬或者直接抽取所参考的文献摘要中的句段。一些学生认为

文献综述就是把文献的摘要复制过来，只要进行标注就不存在抄袭问题，特别是学位论文表现得更加突

出，如为了逃避查重检查，人为地打乱句段顺序，经常闹出断章取义和张冠李戴的笑话。评审稿件时，语

气委婉一点，评语通常写到“堆砌文献，没有逻辑层次，缺乏述评”，客观地说，这算得上是一种“打折”的

抄袭。其二，模型构建：更换背景，照搬模型。一些学生结合时下发生的典型事例，直接指出某种共性的

现象，通过问题背景给审稿人一种新颖的感觉，然后全部照搬早期发表的英文文献的模型。典型特征是

只摆事实，建模前因后果的论述较笼统或者对核心参考文献不加标注。这一点要求审稿人必须较全面

地了解国内外研究文献，否则难以做出判断。其三，模型求解与分析：成法套用或者胡乱拼凑。要么用

一种成熟的理论方法慢慢推导，感觉就像是做一道算术题，要么将几种成熟的方法毫无依据地叠加在一

起求解。其四，数值试验或仿真分析：先入为主，捏造数据。一些学生为了验证模型的可行性，所设计的

基础数据往往具有不合常理的夸张性，或者为了获得一个理想的实验结果而把参数赋值限制在某一特

殊的区间。对于这种做法，只需轻微变动参数并代入构建的模型验算就会发现。其五，更换题目及摘要

后一稿多投甚至一稿多发。一些学生存在打擦边球的想法，认为一稿多投就是完全相同的稿件，因此更

换题目和摘要后就不能称作一稿多投，即使同一篇论文被几个期刊发表了，单从题目也是看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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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前，各个期刊的数据库没有实现对接联网，暂时还难以有效地进行识别。

２　研究生学术论文存在学术规范问题的原因解析
论文已经担负了太多职能，不仅是研究生拿到学位以及报奖，而且也是单位展示科研实力、应付各

级部门考核以及教师项目申报与结题、荣誉获奖和职称晋升等最有力的指标。目前，研究生仍是我国发

表论文的主力军。可以说，发表达到规定数量和级别的学术论文就是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终极目标。但

是，客观现实是发表论文越来越难。如何闯过论文难关，保证顺利毕业或者拿到奖学金，一些学生有意

或者无意地踏进了学术规范禁区。

其一，过于凭借论文来反应研究生的综合水平。个人认为取消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是更加

合理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应该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但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已经较为常见。在硕

士研究生阶段，如学术型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如何进行理论研究，而不是看完成了怎样的研究成

果，发表了什么级别的学术论文。事实上，硕士研究生每年发表的高级别论文占比是很小的。如果一定

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并且和荣誉奖励、导师绩效考核等挂钩的话，势必引发导师和学生的串谋行为和投

机主义行为，如论文不挂导师名字，不经导师同意私自投稿等等。从每年评审的学位论文可发现，科研

成果中列出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内容完全没有相关性，让人质疑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究竟在研究什

么，何谈水平？

其二，发表论文的规定存在缺陷。绝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都对研究生发表论文做出了相关规定，

只是论文级别的要求各有不同。总的来看，对论文最低级别要求较高的学校，其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较少

出现学术规范问题。一是导师对学生的要求相对严格一些，二是级别较高的期刊对论文的学术规范审

查非常严格。但是，一般高校的规定则要宽松得多，为了保证学生都能毕业，附加了一些变通的条款。

以积分制为例，规定至少达到２分可毕业，则学生可以选择发表１篇核心期刊论文或是选择发表２篇一
般期刊论文。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学生选择更轻松的第二种。由于一般期刊论文对学术交流、单位考

核、奖励等几乎没有用处，因此导师、期刊不会特别重视学术规范，只要不是完全抄袭。另外，在研究生

奖学金获得者选拔时，很多学校是通过积分制来进行。在达到学习成绩规定条件下，科研积分高者入

选。这就使得一些学生滋生投机行为，通过拼凑、抄袭等手段在短时间内发表多篇一般期刊论文来拿到

很高的科研积分，而让发表了数量少但水平高的论文的学生落选。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竞选规则也在

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学术不端行为。

其三，学术规范教育力度不够和监督不力。二本高校及以下的研究生学术论文存在一些学术规范

问题是与学校的发展定位紧密相关的。在由教学型向教学科研型大学转型过程中，很多学校都会遭遇

研究（导师）队伍困境。很多中老年教师根本没有接受过学术研究的系统训练，或者接受过但多年已经

不做科学研究（学校也极少举办相关培训和讲座），自己都搞不清学术论文的适当借鉴、征引与抄袭剽

窃的区别，何谈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规范教育。就研究生主管部门而言，为了支撑学校快速发展战略，在

论文发表上重数量轻质量，不注重学校的学术声誉，也就容忍一些不规范现象的存在。

３　研究生学术论文的学术规范教育改进对策
在已经发表的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研究文献中，钱茂伟站在导师的角度，从好学生要用学术规范训

练和培养好习惯两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进行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１］。朱缨指出学术规范教育的突出问

题是宣传、解释力度不够，教育方式与措施的覆盖面不够广泛，以及相当一部分教师反对违反学术规范

行为的态度与措施不明或不当［２］。个人非常认同教师失责这个观点。我国的研究生管理制度，本质上

是导师负责制。因此，学术论文存在学术规范问题，导师要负主要责任，正所谓“教不严，师之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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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下面具体针对转型中的二本高校研究生学术论文反映出的学术规范问题，从提出相应的学术规范教

育直接地和间接地改进对策。

其一，着重依靠导师进行学术规范教育。学校通过规章制度，笼统地摆出大的学术不端行为及相应

的惩罚措施，但不可能足够具体以致能够识别每一个不端行为的蛛丝马迹，更难以制定出相应的判断标

准。不过这对于全程指导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的导师是非常容易的。因此，学校应该将学术规范的教

育任务落实到每个导师，并通过奖惩机制，例如导师、学生与学校签订遵守学术规范保证书，督促导师履

行学术规范教育的职责。在这种机制下，导师面临不守则就损失利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导师对学生的

学术规范教育是直接的，导师的威慑力也远强于学校制度的威慑力。

其二，态度明朗，亲身示范。导师务必在研究生入学的第一次正式例会或者讨论会上，在一种非常

严肃的气氛中，强调学术规范的重要性，以此表明一种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如果有反面案例以示警示，

效果会更好。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以后具体到论文写作时，根据前文

阐述的学术论文规范的表现形式，导师可以设计一个论文学术规范的教案，尽可能将学生容易犯错的地

方进行详细讲解并直观展示，这样能够让学生切实体会到是否已经触犯学术规范，并掌握如何规避的方

法。这样做，也可以大大提高学术论文本身的规范性。

其三，重论文质量轻数量。不论学校是否规定研究生一定要发表学术论文，但是导师为了使学生得

到正规的学术训练，都应该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而且要求要比学校规定的级别更高。按照二本高校

的普遍要求，则至少要求硕士生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事实上，从２０１３年发布的北大核心期刊
目录第五版看，被收录的期刊数量减少了一些，质量提高了，特别是经济管理类期刊绝大多数都被ＣＳＳ
ＣＩ或ＣＳＣＤ收录。因此，学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学术规范自然会由编辑部严格审查，这样也就会
大大减少学术论文违反学术规范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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