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诚信意识正在提升，但亚洲需要透明文化”—学术伦理专

家张月红(Helen)表示，该地区研究伦理的境况在发生变化 

 

近日（6 月 22 日），英国《泰晤士报》发布了 2023 年度亚洲大学排名（详见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3/regional-rank

ing），同期，刊登了一篇泰晤士报编辑 Rose Ellis 的采访文章“Academic integrity 

is improving, but Asia needs transparency culture”—Scholarly ethics expert Yuehong 

(Helen) Zhang says the region's approach to research ethics is changing，即上标题

“学术诚信意识正在提升，但亚洲需要透明文化”——学术伦理专家张月红

(Helen)表示，该地区研究伦理的境况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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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academic-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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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来一直在追踪学术伦理发展的张月红（Helen）于 2021 年发表了一项研

究，探讨了各大洲学术诚信的几项指标。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与倡导高出版伦理

标准的全球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有关。研究发现，欧洲的 COPE 会员比例

最高（包括组织和个人），其次是北美、亚洲、大洋洲、非洲，最后是南美洲（当

然这项指标与人口比有一定关系）。 

“在学术诚信的重视程度方面，亚洲近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有一

段路要走”，《反剽窃:对编辑和作者的指南》一书的作者、《浙江大学学报》（英

文版）前总编、《生物设计与制造》（英文版）执行总编张如是说。 



张发现，在亚洲，学术诚信意识最高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和日本，其次是印度。

她说：“科研诚信意识水平与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 

十多年前，也就是 2010 年，张的研究团队调查了中国顶尖大学的网站，看

看哪些大学有公开的研究诚信指导方针和政策信息。她说“结果并不乐观”(尽

管也有例外，比如浙江大学在 2009 年在线了诚信指南政策)。然而，今天的情况

明显大大改善，中国的大学已经将在线指导方针，以及学术诚信和出版道德模块

纳入了研究生课程。2022 年，她本人就为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生和研究作者讲

授了近 26 个小时的出版伦理课程。 

“坦率地说，在近十年里，我觉得亚洲，尤其是中国，与英国和美国同样地

重视研究诚信，”张说。但她援引了同行，中国人民大学赵延东教授的一份中国

高校科研诚信研究调查报告的数据，认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赵延东的

研究发现，虽然科研人员对科研诚信规范有深刻理解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对研究

规范完全不熟悉的比例也有所上升(the middle group, “somewhat familiar”，即中

间群体“有点熟悉”的比例有所下降)。 

“每当中国的诚信问题曝光并成为国际新闻时，中国的科研管理机构及大学

官员们“将立即发布文件或政策来解决[不端问题]或严厉惩罚[行为不端者]”，张

说，“但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方位的方法。” 

张认为“我们需要营造一种透明的科研文化，而不是孤立地处理每一起事件。”

“我们永远不能彻底根除学生作弊、论文工厂等不当行为，然而，我们必须让它

在道德和文化上不可接受。”她补充说:“我们必须营造一种强大、诚实的科研诚

信文化。打破‘不发表就灭亡’的文化诅咒，勇于承认科研中的失败。” 

张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学术诚信意识指数，该指数将可涵盖伦理教育、透

明政策和行业监管等几个方面。她说:“它可以用来营造一种文化意识，把研究

诚信作为学术界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