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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B9_E8_AF_9D_E9_c73_608433.htm 不要以为，剽窃他人

的学术成果，才是研究者不自爱、不自律的表现。不断发表

平庸、无创见的论文，把一点所谓新意或者在论文中反复显

摆，用新题目炒冷饭，或者“无限放大”为一本书，同样是

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表现。 “学术垃圾”也是一种公害 近来

，多起学术剽窃造假案相继曝光，再次引起学界和社会对学

术道德与学风建设问题的广泛关注。比如，被称为“史上最

牛硕士论文抄袭”一案，情节荒唐：此人用的是“满篇抄袭

法”，除了把“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把江苏的统计

数据换成山东的统计数据，以及把一些统计指标的对比排序

结果稍微改变之外，从摘要到目录到文献综述到正文分析再

到后面提出的“对策”几乎完全一样基本上是用“替换键”

搞定了抄袭。近日，又爆出比这个造假案还要“牛”的论文

抄袭事件，两篇标题都为《试论财经领域的新闻舆论监督》

的硕士学位论文，除了“致谢”不一样外，论文的标题、中

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内容、注释、参考文献一字不差

！ 频繁发生的学术造假事件，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有人以“井喷现象”形容我国学术论文近年来在国内外杂志

上的大量发表。但是，伴随着这种繁荣的，是一些令人忧虑

的现象，那就是观点、素材雷同的低水平重复的“学术垃圾

”大量产生。其数量之多，在相当程度上挤占了富有创见的

学术成果的发表空间，也或多或少阻碍了有价值成果的传播

通道，并给学术研究的真正繁荣与学术风气建设，带来了不



和谐的问号。频繁发生的学术造假事件，只是浮出海面的“

冰山一角”。如此嚣张的“复制”加“粘贴”式的学术剽窃

造假时有发生，且能频频顺利过关，当事人与导师的责任固

然难以推卸，但此等事件折射出的深层次的学术道德滑坡、

学术规范丧失，以及“学术垃圾”泛滥的现象，更不容忽视

。其对学术尊严和科研诚信的危害，值得深思。 不要以为，

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才是研究者不自爱、不自律的表现。

不断发表平庸、无创见的论文，把一点所谓新意或者在论文

中反复显摆，用新题目炒冷饭，或者“无限放大”为一本书

，犹如商家促销搞搭卖，让读者自己去“披沙拣金”，同样

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表现。“学术垃圾”也是一种公害，

百考试题。 “学术垃圾”缘于自律缺乏、学术评价制度不合

理 “学术垃圾”大量产生，首先是因为有些研究者缺乏学术

自律。由于所谓的成果发表，往往与个人名利直接挂钩，也

由于社会上的浮躁习气侵入学界，一些研究者再也耐不住寂

寞，不经过深入思考，动辄就“下笔万言”。一个爱惜自己

学术声誉的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早晚会为自己学术研

究中曾有过的粗制滥造而后悔。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功成名就

后，就不愿承认他早年用笔名发表的一些草率之作。因为他

知道，那样的东西是他的耻辱。 “学术垃圾”大量产生，暴

露出当今学术评价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很长一个时期以来，

学校要排名、个人要考核，发表论文论著的数量，成了一项

重要的学术评价指标。由于指标偏重数量，不少高校和科研

单位把考评不仅变成了单纯的论文发表数量统计，甚至荒唐

到搞“字数测定”。以量的多少而不是质的高低来衡量学术

单位和个人的水平，助长了学术研究“垃圾化”。令人担忧



的是，这种不合理的评价导向，还影响到了青年学子。为了

提升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有许多高校规定，研究生公开发

表了论文才有资格申领毕业证书。但国内并无那么多杂志可

以提供发表空间，这就促使许多杂志加印增刊，明码标价出

售版面，以容纳更大量的“垃圾”来污染学术环境，而“有

偿收垃圾”，增加了学子们的经济负担。 改变现行考核体系

，倡导为探求真知、真理而研究 制造“学术垃圾”，在一定

程度上催生了学术腐败，剽窃造假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

过度追求发表数量，因为发表与名利直接挂钩，给种种不正

当交易开辟了市场，并反过来进一步败坏了学术研究的纯洁

和严肃，破坏学术风气。 当务之急，是要在源头上阻遏“学

术垃圾”的产生。一方面，要改变片面追求论文论著发表数

量的评价体系。现行的考核，设定了论文发表数量的“合格

”下限，这无疑是不够的，我认为，应当对论文真正的学术

含量，约请同行评估。还应当撤销研究生发表论文与毕业挂

钩的规定，给研究生营造认真学习、踏实研究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学术研究队伍中，大力弘扬正气，倡导

为探求真知、真理而研究。一个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

是不该过多留意功名利禄的。要把发表粗制滥造论文的行为

，提高到事关学术生命的严重程度来认识。既管住自己的心

，不受浮名虚利诱惑；也管住自己的手，不率尔操觚。在近

乎“吟妥一个字、拈断数根须”的反复推敲中，带着虔敬的

态度，把扎实的成果奉献于社会。这样的成果，才可能是大

气磅礴之作，这样的发表，才能真正带来学术的繁荣。 (作者

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

究院特约研究员) 相关推荐： 上海财大公布“双胞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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