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月红丨出版伦理与诚信：一位中国学术期刊编辑 15 年

的思考 

 

一个缩影 

35 年了。尽管美国国立卫生院于 1989 年成立了全球首家科研诚信办公室，

但坦率地说，我是在 2008 年，才开始接触到“研究诚信（Research Integrity）， 

出版伦理  （ Publishing Ethics ），捏造 / 篡改 / 剽窃（ FFP ），不端行为

（Misconduct）”这些术语，并于当年的 10 月浙大学报英文版作为全球链接协

会的首家中国期刊申请成为 CrossCheck 的会员，践行于防止学术剽窃等学术不

端行动中。第二年，即 2009 年作为中国期刊首次申请荣获了 COPE的研究基金，

开始涉足研究学术诚信这个领域而一发不可停歇。 

 15 年里，我针对期刊出版中的各种科研诚信与伦理问题做了系列的研究， 

如不同学科中的文本与图片重复（或剽窃）问题；会议论文再发期刊的问题；

生医领域的伦理与版权问题；署名规范问题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近 50

篇 文 章 ， 其 中 包 括 国 际 权 威 期 刊 Nature 的 3 篇 短 文 

（http://www.jzus.zju.edu.cn/editorpaper.php）。 

 以此作为一个缩影，佐证了中国期刊编辑 15 年来在维护科研诚信方面所做

的努力和改变。 

 

一些思考 

 2023 年初，《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了我 9 个关于亚

洲尤其是中国在科研诚信方面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强调，在确认学术

不端和调查不端行为指控的方法及制定政策方面，中国已经作出了相当大的努

力，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在当前的亚洲，学术诚信意识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和日本，其次是印度。相

比于 10 年前，我国相关科研诚信政策指导不断加强，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科研

诚信宣传教育逐步完善，包括学术诚信和出版道德模块已纳入教学课程。与此

同时，每当诚信问题出现，各大高校、科研管理机构也立即发布文件，以解决



不端问题，严厉惩罚行为不端者。 

 然而，人们对培养一个促进诚信的研究生态环境，包括科学价值观的培训

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与努力。也如《科学》主编在 2023 年的一篇社论中指

出“Evaluating policies on misconduct is essential, but the idea of a Scientific 

Ecosystem that is free of errors is an unattainable utopia （针对不当行为的评估政

策是必要的，但是一个没有错误的科学生态系统想法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总之，为了确保科学记录的完整性，无论技术环境如何变化，科学共同体

有两个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是科学家在其核心价值观的驱动下，对其研究结

果负有实质性责任。第二是出版人负有看门的责任。考虑到人性的弱点，我们

可能无法完全根除学术不端，但至少在文化和道德上不可接受它！ 

 因此，当得知“观见学术”公众号要以科研诚信为核心话题时，我是欣喜

的。因为我看见，中国的科研诚信意识与建设正以风发泉涌之势，与中国的科

学技术一道，齐头并进，戮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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