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近年来袁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高校内学风浮躁与不良学术道德问题引起了

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袁 而各种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大多发生在论文发表环节袁主
要表现为院拼接发表曰转换发表曰虚假标注曰一稿多投曰伪造数据等遥 在实践中发现这些学

术道德问题的产生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院学术道德教育的缺失曰功利化的浮躁心态曰制度

设计方面的缺陷袁如缺少完备的科学的评价体系袁高校教师评职制度异化等曰不良社会环

境的影响遥 高校学报学术道德建设的路径是院首先要建立健全学术道德建设的相关工作

机制袁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尧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尧制定相关处罚措施曰其次要充分发挥学报

编辑野把关人冶的作用袁增强抵制和防范学术道德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袁加强学报编辑的学

术道德建设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袁提高学报编辑的素质建设袁充分借助网络科技手段袁不
断增强鉴别能力遥 高校学报应凭借甄别学术不端的先天条件和优势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

严肃学术道德的重任袁从源头遏制学术道德问题的产生遥 通过高校学报编辑的努力袁增强

作者良好的学术道德意识袁 作者良好的学术道德对于提高学报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袁两
者互促共进袁不断提高高校学报的办刊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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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高校内学风浮躁与不良学术道德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及社会

各界的极大关注袁2002 年教育部颁布了 叶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曳袁2004 年教育部

颁布了叶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渊试行冤曳袁2006 年教育部在叶关于树立社会主义

荣辱观袁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曳中明确指出袁必须坚决制止败坏学术风气袁阻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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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袁损害学术形象袁对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1]的不良学术道德问

题遥 2011 年教育部又下发了叶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曳袁对端正高等学校的学术风

气尧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提出要求遥 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学术道德问题对学风及

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袁而各种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大多发生在论文发表环节袁这些隐蔽在论文

中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袁是对学术道德的公然违背袁毫无疑问高校学报作为发表学者们学术

成果的重要载体袁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严肃学术道德的重任袁应该凭借甄别学术不端的先

天条件和优势袁努力从源头遏制学术道德问题的产生[2]袁高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学术刊

物袁是高校的学术窗口袁与高校教师尧科研人员尧学生有着天然的联系袁因此袁从高校学报的角度

探讨学术道德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袁将高校学报编辑工作与学术道德

建设有机结合[3]袁对推动学术道德建设将发挥积极作用遥
一尧高校学报中的学术道德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袁学术界非常重视学术道德建设问题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袁现在论文的直接抄袭

比较少袁大多采用各种隐蔽的方法袁不易被发现遥 高校学报中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主要表现在

五个方面遥
渊一冤拼接发表

所谓拼接发表袁就是指对多位作者的多篇类似研究论文进行拼接袁形成一篇新的文章作

为自己的成果进行发表袁因将每篇文章的野引用冶控制在一定比例之下袁或改造他人的论点移

入自己的论文中作为自己的观点曰或将他人文章中的案例当做自己实践加以运用袁这样往往

比较隐蔽袁容易蒙混过关袁这种不良的学术道德问题很难立刻定性为抄袭遥 在这类文章里缺少

自己的思考与见解袁只是为发表文章的需要野组装冶而成袁如此完成的论文只能是产生大量的

学术垃圾袁损害了整个学术界的声誉袁也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和创新遥
渊二冤转换发表

转换发表就是将一篇文章经过多次语言转换袁翻译成英文袁或再翻译成日文袁再转换成中

文袁经过多次转换成为一篇新的文章袁由于各种语言体系尧表述方法不尽相同袁加之翻译当中存在

的问题袁如翻译软件的优劣袁此时形成的新的文章已经面目全非袁很难定性曰或者是不同学科之间

进行转换袁有部分作者将其他领域的理论用在自己的文章中袁美其名曰野创新冶曰还有部分作者通

过变换句式和改变描述方法对文章重新加工后发表袁这种抄袭确实很难识别遥较好的文章转换尚

能做到文通字顺袁有的作者转换以后袁逻辑不清袁语言艰涩袁难以理解袁令编辑甚是头痛遥
渊三冤虚假标注

有些作者为规避相关责任和尽快发表袁虚假标注参考文献和课题袁有的参考文献并没有

引用袁为了凑数或显示自己确实进行过大量研究袁将其他文章的参考文献用到自己的文章中袁
或标注的参考文献与文章关联不大袁甚至标注出错袁出现野引而不著尧著而不引尧过度他引尧不
正当自引尧模糊著引冶[4]等现象遥 当然标注出错有可能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袁如青年作者对参考文

献的著录规范可能还不十分清楚袁这类标注出错应该不属于学术道德问题范畴袁要注意区别

对待遥 另一种虚假标注的情况是课题与所写文章风马牛不相及袁因各级各类刊物都有相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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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的要求袁挂上一个国家级或省级课题目的就是为了容易发表遥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随意

署名袁未经同意添加职称高尧声望高学者的名字袁研究生未经导师同意署上导师的名字袁利用

这些人的名气或影响力提高审稿的通过率曰或者为了增加发表文章的数量袁互相署名袁滥竽充

数曰或者随意更改署名顺序袁如前所述袁投稿时为增加用稿率袁将职称高尧声望高学者的名字或

导师的名字放在前袁当审稿通过录用时袁又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遥
渊四冤一稿多投

由于高校学报刊期尧审稿周期相对较长袁为尽快发表袁有的作者一稿多投袁这种问题在研

究生中较为突出袁因不同高校对研究生毕业有相关论文方面的要求袁每当快到毕业季时袁为了

能顺利毕业袁研究生们将自己的论文如同野播种冶一样袁洒向学报和各类专业期刊遥 使用稿件追

踪系统袁笔者发现有的作者甚至同时向 20 多家刊物投稿袁这样容易造成重复发表袁这些作者试

图通过这种方式能达到野广种薄收冶[5]的效果袁这种做法大多数编辑虽然可以理解袁但事实上这

也是一种自我抄袭袁也是一种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遥
渊五冤 伪造数据

这是部分理工科类作者稿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袁有的作者由于职称晋升尧课题结题尧科研

成果要求等需要袁为尽快发表论文袁没有真正进行研究袁凭空捏造数据袁有的甚至将别人文章

里的数据进行篡改袁正所谓野实验做得好袁不如 photoshop 学得好冶[6]袁利用先进的软件处理技术袁
随意更改尧截取他人文章中的统计尧图像结果袁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发表袁违背了学人的

基本准则和科学精神遥
二尧 高校学报学术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学术道德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袁绝非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袁应首先厘清这些学术道德

问题产生的原因袁当然袁原因是多方面的袁概括起来袁主要有四个方面遥
渊一冤学术道德教育的缺失

当前袁高校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尧素质教育袁普遍忽略了学术教育袁学生在校期间缺乏基本的

学术指导袁以致许多学生到研究生阶段都分不清楚合理的借鉴与抄袭的区别袁更别谈遵守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了遥多数高校在有关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方面处于缺失或可有可无的

状态袁导致一些年轻的教师在学报投稿时经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学术规范问题袁遵守学术道

德规范的意识比较淡薄袁对学术道德问题不以为然袁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术道德规范的重要性遥
渊二冤功利化的浮躁心态

做学问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袁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完成袁可是有些人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

下袁看到有些人通过投机取巧获得成功袁就想要铤而走险袁迅速获得成果袁结果弄巧成拙袁身败

名裂遥 目前存在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也还不成熟袁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袁各类学术期刊的

评比与排行榜袁可以说各成体系袁标准不一袁并不十分科学尧客观尧合理袁可以说是各方话语权尧
支配权尧利益和地位博弈的结果遥 这种评价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诟病袁已经使学术研究变

味袁学术评价变味遥 期刊评价本身尚有待完善袁可是许多高校却把核心期刊当成评价的尚方宝

剑袁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7]袁将所发论文的评价与之相挂钩或作为标准袁其结果可显而知了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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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校的学报是否被评为核心期刊袁已经成为评判学报学术质量的标准袁关系到学报在学校

中的地位袁关系到学报稿件的质量袁可以说袁评上核心期刊编辑压力大袁没有评上核心期刊编

辑压力更大袁各学报以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为导向袁为入选核心期刊而努力袁人为的制造符合评

价体系的指标袁有可能由此产生一系列学术道德失范问题袁在学术道德建设方面作了不好的

榜样遥
渊三冤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

规章制度是用规范来引导行为的袁如果其设计不合理尧不科学袁就容易产生副作用袁有的

学校在岗位考核和职称评定中均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课题袁同时还有级别要求袁这种过

度重视数量和高级别期刊的作法袁容易滋生学术道德问题遥
1. 缺少完备的科学的评价体系

缺少完备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学术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袁该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学术

水平袁是目前困扰学术界的一个大问题袁只有解决这个问题袁才能更好地解决学术道德建设问

题遥 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袁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主要还是通过其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和教学成

果来体现的袁而科研项目和教学成果最终还是通过专著尧教材尧论文来体现的袁某个科研项目

或教学成果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袁通过什么来加以区分呢?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钥 怎样来判定学

术成果的水平呢钥 一般而言袁通常是科研项目是哪个级别的袁专著或教材是由哪级出版社出版

的袁学术论文是在哪级刊物上发表的袁就应该体现哪级水平遥 从一定意义上讲袁有其一定的合

理性袁在同一学科领域袁拿到国家级科研项目的人应该比没有拿到该级别项目的人具有优势袁
学术论文发表学术期刊的级别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实际的学术水平遥 但事实上袁核心期

刊的文章并不是所有文章都比其他刊物的文章学术质量高袁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因素导致这种

评价并不尽如人意袁缺少一套可操作的尧系统的尧完备的学术评价体系袁必然会造成学术混乱袁
使某些学术不端者有机可乘袁出现一些学术道德失范行为[8]遥

2. 高校教师评职制度异化

高校教师评职制度异化也是高校学报学术道德问题频出的根源之一袁作为高等人才聚集

的高校袁教师职称评聘竞争异常激烈袁而评职称总要有依据和标准袁往往衡量的标准是比较发

表期刊的等级和论文发表数量袁承担项目的等级和科研经费的多少袁要想获得职称晋升的机

会袁就首先在数量上超过别人袁当把本应该是手段的东西当成目标去追求时袁评职制度已经发

生异化遥 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学报成为大量职称文章发表的沃土袁这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做

法袁在利益的驱动下形成了庞大的论文市场袁而学术期刊是有限的袁在学术自律日益缺失袁高
校期刊功利化日趋明显的情况下袁学术道德缺失日益严重也就不足为奇了遥

渊四冤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袁制度与体制的不完善袁出现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在所难免袁而
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不良现象也是学术界出现各种学术道德问题的根源之一袁高校学

术腐败是社会腐败的延伸袁当然袁高校学术腐败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袁既有不良社会环境的

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袁也有高校本身的原因袁如管理体制尧学术体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遥 存

在于高校中的官本位思想袁野官学一体化冶思想就是其原因之一袁许多高校一些领导热衷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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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项目尧申报课题尧出版书籍袁并凭此评职称袁当硕导博导袁成为专家尧学者袁这种学术不公平现

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袁 严重打击了那些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袁
严重侵犯和挑战正直学者的尊严和权益袁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不公平竞争现象袁当前社会上

许多问题官员高学历化的问题袁正是高校学术腐败现象的一种折射袁在社会功利主义大面积

蔓延的情况下袁当不良的社会风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时候袁高校这块昔日的净土很难

出淤泥而不染[9]遥 这种现象在高校学报中也有所体现袁即出现一些关系稿尧人情稿尧课题稿尧职
称稿袁影响了学报的质量和学术性遥

三尧 高校学报与学术道德建设互促共进之路径研究

目前袁学术道德建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袁据统计袁从 2002 年起袁以野学术道德冶为
关键词的研究论文 1 351 篇袁以野学术道德冶为主题进行研究的论文已有 1 882 篇渊以作者写作

此文的时间为限冤遥 综合分析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院一是对学术道德失范现象的总

结与分析袁二是对学术道德失范原因的分析[2]袁三是从制度建设尧社会环境尧评价机制等方面对

学术道德建设提出建议袁四是针对研究生尧本科生进行学术道德教育的建议遥 这些研究对学术

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袁但多局限于宏观层面及制度方面袁操作性不强遥
高校学报是传播先进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袁在提升学术道德教育方面也应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袁引导学术研究朝健康尧科学的方向发展袁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遥
渊一冤高校学报应建立健全学术道德建设相关的工作机制

1. 加强学术道德教育

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宣传袁可以在高校中由图书馆或学报编辑部共同合作对新入学的大学

生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袁如加强学术的信仰教育尧道德教育尧规范教育尧警示教育袁通过各种

渠道袁加强对青年作者的诚信教育袁利用一切机会向广大师生和投稿作者宣传学术规范的重

要性遥 在学报网站尧学报的封二尧封三尧封底等将各种学术道德问题展现出来袁使其无法遁形袁
同时加强处罚的力度袁可以与投稿作者签订无学术不端的承诺书袁虽然这样做的效果有限袁但
至少可以警示作者自觉遵守学术道德遥 目前高校也对学生进行文献索引方面的培训袁但大多

在研究生阶段进行袁应该在大学生入学就可以进行袁不仅有文献学的培训袁最好由学报编辑部

编辑进行多方面的学术论文规范培训袁或者学校可以将学术教育作为选修课袁或作为必修课

加以学习袁从课程角度加以重视袁重视学生学术道德的养成袁只有这样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才

是有效和持久的袁才能充分发挥学报编辑在学术道德建设方面的引领作用遥
2. 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袁如对论文的评价袁正如前文所述某个科研项目或教

学成果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袁通过什么来加以区分呢? 怎样来判定学术成果的水平呢钥 总要有一

个评判的标准袁现行的标准虽然有缺陷袁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袁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袁我们可以将评

价标准进一步优化袁使其更加合理袁可以将重学术刊物的等级评价转换为更为科学的学术价值

评价袁如可以以被引频次来判断等曰要建立一套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作考核制度袁如不同岗位有不

同的考核标准袁合理进行区分袁不应完全按照科研等级来加以考核袁对教师的考核当然应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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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尧教学质量袁不应本末倒置袁把课题尧论文的考核作为主要标准曰还应建立健全学术监

督尧奖惩制度及学术规范制度遥 建立健全系统规范的学术管理体系袁使学术管理工作制度化尧规
范化袁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职能关系袁应保持高校学报的独立性袁编辑才能对各方面施加

的影响敢于说野不冶袁消除官本位思想意识对高校学报的影响袁增强编辑的学术自律意识遥要以制

度抵制高校腐败袁杜绝行政力量对高校中课题立项尧职称评定尧论文发表等的影响袁确保学术的

严肃性与独立性遥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袁加大对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惩处力度袁使他

们不敢越雷池一步遥高校内要有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袁要根据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袁对不同

年龄层次和水平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袁对年轻人当然要积极引导他们志存高远袁潜心学问袁同时

也不能脱离他们的实际情况和学术成长规律袁否则容易使他们有挫败感袁最后滑向其反面遥
3. 制定相关处罚措施

高校学报应该形成完善的制度袁当然也包括对学术道德问题的处罚机制袁这样能起到一

定的威慑作用袁也能对其他作者产生正面的教育作用袁应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处罚措施袁当然

这种处罚首先以出版方面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依据袁凡是投稿中有学术不端行为袁一经发现袁
立即撤稿袁同时将其列为违规操作者曰对于情节严重者袁如全文复制袁一般复制袁同时向多家刊

物投稿者袁可以提醒作者改正袁提醒其他刊物将这一作者袁列入黑名单曰对于屡教不改者袁可以

通知其所在学校对其进行处罚袁只有使其违规成本高袁才能更具有警示的力量和惩戒的作用遥
渊二冤学报编辑应充分发挥野把关人冶的作用

高校学报编辑是文化传播活动中重要的野把关人冶袁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袁充分

认识高校学报编辑的把关作用袁发挥其在防范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中的把关作用遥
1. 增强抵制和防范重要性的认识

学术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袁高校学报编辑也充分认识到学术道德建设

对提高学报质量的促进作用袁应充分发挥其在学术道德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袁形成自觉意识袁增
强责任感袁在学报工作中杜绝关系稿尧人情稿尧课题稿尧职称稿尧学位稿袁坚决抵制权稿交易和钱稿

交易袁增强抵制和防范意识袁时时刻刻紧绷一根线袁不能越雷池一步袁遏制学术道德问题的产生遥
2. 加强自身学术道德建设

高校编辑首先要加强自身学术道德建设袁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报的学术道德建设袁树立正确

的职业道德观念袁养成良好的学术道德意识袁增强自律意识袁用编辑的良知自觉抵制学术不端

行为袁建立健全编辑部制度建设袁严格执行三审制袁高校学报大多是综合性期刊袁由于大多高校

学报编辑部的编制有限袁一名编辑要负责多个学科稿件的初审任务袁编辑所学专业有限袁大多

数编辑倍感压力遥 应尽快建立校外专家库袁优化审稿专家队伍袁破解部分高校学报审稿力量薄

弱和野近亲繁殖冶的困境袁还可以建立交叉评审尧评审回避尧编辑问责制度等袁提高用稿质量遥
3. 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的范围广泛袁既包括研究中的具体规范袁也包括学术制度和学风遥 高校学报编辑

应该成为遵守学术规范的楷模袁以自身的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袁学报编辑应该认真学习

各种规范要求袁在审稿过程中袁严格按照各种规范要求袁无论是文章内容还是形式袁认真审核袁
保证稿件的学术质量袁把住初审关袁构筑强大的学术道德规范防火墙袁如稿件的创新性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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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尧逻辑的严密性尧层次的清晰性尧参考文献的标注的规范性等方面袁是否有

学术不端行为等袁形成良性循环袁既可以使作者遵守学术规范袁对于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也会

产生正向影响遥
4. 提高自身素质建设袁增强鉴别能力

一名学术编辑除了需要具备高尚的学术道德修养和熟练运用学术规范的能力外袁还要具

有判断稿件学术质量的学术水平[3]袁还要具有甄别学术不端的能力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提高学

术道德修养的策略外袁还要加强专业素质袁要通过不断学习袁了解所负责学科领域的研究现

状袁阅读大量有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文章袁只有这样的大量的积累才能不断提高鉴别能力袁要坚

守职业道德袁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功利浮躁现象袁要加强自律袁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袁编辑只有自

身成为遵守学术道德的典范袁成为坚守学术规范的堡垒袁才能在学术道德建设中发挥正向作

用袁促进学报的良性发展遥
5. 充分借助网络科技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袁特别是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力量袁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对

中国学术期刊渊光盘版冤电子杂志社的野多语种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冶的广泛使用袁有效遏制了上

文提到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遥 当然袁编辑也不能完全依赖检测系统袁从理论上讲袁任何一种系

统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袁都有其优缺点曰从其使用实践来看袁这个系统也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

方袁首先袁它所依赖的文献数据库需要不断更新袁而且目前大部分专著没有被收录此库袁因此袁
对于抄袭专著的文章还无法检测出来曰其次袁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于前面提到的野拼接发表尧
转换发表冶很难识别曰再次袁可能对于一些含有数学公式尧方程式尧图表识别较困难遥 总之袁编辑

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袁将检测系统与编辑的实践和查新意识结合起来袁不能完全

依赖于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遥
四尧 结 语

高校学报通过自己的努力袁不断推动学术道德建设袁当作者的学术道德水准达到一定高

度时袁也会不断提升高校学报的学术质量袁良性循环袁形成合力袁构建良好的学风遥
剖析高校学报自身学术道德失范问题袁如在期刊评价体系尧学术评价制度和职称评定制

度等追求量化的评价导向下产生的一些学术道德失范行为袁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的学术道

德失范问题袁 部分编辑没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扎实的专业素养导致的学术道德失范问

题遥 通过对这些学术道德失范问题的剖析袁匡正和强化学报的学术道德建设袁建立一套有效遏

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机制和措施袁是高校学报为提升学术道德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遥
通过研究袁力求能够在新型的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下袁发挥高校学报在学术道

德建设方面的引领作用曰构建学术道德规范机制袁努力加强学术道德教育袁重视作者内在的学

术道德养成袁以外部学术规范的健全促进作者内在学术道德约束机制的完善[2]曰树立正确的办

刊思想袁加强编辑人员学术道德修养袁不断提高编辑自身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意识袁严格执

行学术规范和编排规范及双向匿名三审制度袁做好事前提醒工作袁建立适当的事后惩罚制度袁
提高学报的控制职能曰建立学术不端审查制度袁借助网络科技手段袁利用检测系统袁发现和识

105



The Path of Mutual Promotion of College Journals and
Academic Ethic Construction

ZHANG Min
(Editorial Department, Zhenjiang College, Zhangjiang 21200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mpetuous style of study and poor academic ethic issu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in colleges have aroused great concern of academia and different social sectors. A variety
of academic ethic issues such as stitching publication, conversion publication, false labeling, multiple
contributions with one manuscript and falsified data mostly occur in the link of papers publication. Reasons for
these academic ethic issues found roughly in practice are as following: lack of academic and ethic education,
utilitarian and impetuous attitude, deficiencies in the system design like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title system alienation in colleges, adverse impac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ath of college academic ethic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journals is as following: firstly, establishing a sound
working mechanism related to academic ethic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academic ethic education, perfecting
the relevan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nalties; secondly, giving full play to journal editors
as the role of "gatekeeper", enhanc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resisting and preventing academic
ethic issues, strengthening academic ethic construction of journal editors, complying with academic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journal editors construction, and making full use of network technology to constant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dentification. With congenital conditions and advantages, colleges爷 journals should take
up the duty of serious academic ethic responsibility to curb the generation of academic ethic issues in the
origin. Academic ethic consciousness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journal editors. Academic
ethics of author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journals, which promotes
each other. Thus, quality of college journals can be constantly enhanced.

Key words: college journals; academic ethics; academic standards; ethic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cademic misconduct

别学术失范行为袁规范引文注释袁防范虚假标引遥通过高校学报编辑的努力袁增强作者良好的学

术道德意识袁作者良好的学术道德对于提高学报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袁两者互促共进袁不断提

高高校学报的办刊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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