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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对资源库建设是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重点研究实际检测统计数

据并分析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文献的特征，为检测系统比对资源建设提供可行策略与发展思路。

从2016年向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送检的学术文献中随机抽样650万篇，对抽样送检文献检测结果中共

计845 889篇被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文献从文献类型、被相似频率、发表时间等维度进行数据分

析。调查发现，比对数据中的学位论文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次数最多，发表或公开时间在2—10年
的比对数据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次数最多。此次研究为将来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持续建

设与优化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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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比对资源应用分析

与建设策略探究
——基于万方检测系统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最初的学术不端典

型个体事件逐步蔓延为社会性“群体事件”。学术不端

的防治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与教育领域共同关注的焦

点，大众呼吁在保障自由学术环境的前提下，全面构建

学术规范体系以维持良好的学术秩序[1]。为有效贯彻落

实在学术及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审查工作，利用数字

化与智能化等全新技术手段推进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

工具的全面建设与持续发展，对提高我国整体学术与

科技发展水平，努力实现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有重大且

深远的意义[2]。

1 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相关研究进展及
意义

近年来，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为有效防治学术不端

行为，陆续颁布相关政策及办法。如科技部颁布的《国

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3]

与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

不端行为的通知》[4]，旨在建立常态化的学术监督机

制，营造风气清正、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然而，数字

化与智能化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学术不端行为提

供了更多方便，也使得学术监督机制中学术不端行为的

甄别判定环节增加难度。在此背景下，学术文献相似性

检测系统应运而生，成为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实用和

有效工具。

国内学界针对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的发展与应用

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研究，综合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

向：（1）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工具的使用意义，如胡

政平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与期刊质量的提升》[5]等；

（2）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的场景性应用与对比分析，

如张旻浩等的《国内外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平台的

比较研究》[2]、荣曼等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在医

学论文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合理应用》[6]等；（3）学术文

献相似性检测结果的分析与使用，如孔琪颖等的《正确

看待“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结果》[7]

等；（4）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算法与技术研究，如王晓

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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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等的《学术文献抄袭检测研究进展》[8]与《基于语义

角色标注的文献相似度检测研究》[9]。

综上所述，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有效甄

别与判定学术不端行为以及对检测技术的深入研究方

面。调研发现，检测工具使用者有效尝试了如何科学合

理地使用检测结果数据，改变检测工具发展初期仅采

用使用者相似比数值的单一指标情况。然而，现有研究

少见对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的来源文

献分布研究，对于检测系统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比

对资源建设更是鲜有陈述。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

将会得到：（1）比对资源不同会给检测结果带来较大

变化；（2）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的来源

文献能很大程度反映其需求规律与资源利用情况。本

文将重点对检测工具比对资源建设策略与规划进行拓

展与完善，助力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市场专业化进程

的持续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是国内较早服务于

高校及各类学术机构的文献检测工具。2010年将自主

开发的“基于滑动窗口的低频匹配特征算法”应用于全

新的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该系统历经7年的

稳健发展，在算法方面进行基于语义实现的查全查准的

优化升级，在数据方面持续汇聚海量学术期刊、硕博士

学位论文、国家专利等全文比对数据，万方检测服务始

终坚持客观、公正、精准、全面的原则，秉承关注学术环

境、维护学术诚信、恪守学术道德、尊重学术成果的理

念，提供多版本、多维度的检测报告，检测结果精准翔

实，为科研管理机构、教育领域、出版发行领域、学术个

体等用户提供各类学术科研成果的相似性检测服务。

本次研究的对象是来源于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

测工具的2016年部分抽样检测结果中列出的相似文献

及其相关元数据信息，对检测过程中同一篇文献的多

次检测结果进行合并，保障数据分析结果尽可能接近

实际情况，使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可借鉴性。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对象选择

在万方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2016年全部送检学

术文献中随机抽样650万篇，在检测结果中统计得出

被相似文献845 889篇，并从文献类型、被相似频率、

发表时间等维度进行分析与总结。

3.2 研究问题设计

本文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1）分析2016年论文

相似性检测数据的文献相似总体情况；（2）基于相似

频次的文献分布情况，如相似文献发表时间、类型等；

（3）基于论文检测统计结果对未来学术论文相似性检

测比对数据选择的借鉴意义。

3.3 分析指标确定

针对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工具2016年送检论

文的部分抽样检测结果数据，本文以相似文献为单元

进行多维度数据分析，包括相似文献的类型（期刊文

献、学位论文等）、相似文献发表或公开时间、相似文

献的被相似次数以及相似文献是否被送检文献列为参

考文献等。以下为本次研究中涉及的研究概念解释。

（1）相似文献：送检论文被检测出的相似文本内

容的来源学术文献；

（2）被相似次数：全部送检论文检测结果中某篇

相似文献出现的总次数（单篇送检论文中多次检测出

同一篇相似文献，按出现一次计）；

（3）单篇平均被相似次数：按不同维度划分相似

文献后，某类相似文献的被相似次数总数除以相似文

献数量所得的平均值。

4 数据统计与分析

4.1 基于相似次数的相似文献总体情况

本文随机抽样选择的送检文献共有845 889篇相

似文献。如表1所示，被相似次数为0—9次的文献有

806 949篇，占比95.40%。本文将相似文献被相似次数

在10次以内的行为定义为非典型性引用和可能的抄袭，

不列入本文研究重点。被相似次数大于等于10次的相

似文献共38 940篇，按被相似次数呈线性分布且逐渐

递减的趋势，经初步分析该分布规律较合理，可针对此

次的研究数据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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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相似文献的时间范围分布

相似文献的时间取值以年份为基本单位，其中期刊

文献的时间值为其发表年份，学位论文的时间值为学位

授予年份，会议论文的时间值为会议举办年份。

相似文献的时间分布为1992—2016年，其中无1993
年及1994年的文献，同时，2016年比对数据文献的更新

具有明显的延时性。据统计，相似文献的数量按发表年

份呈线性分布。即在全部检测出的相似文献中，文献发

表或公开的年份越接近当前日期，相似文献的数量越

多，表明作者在选择可能引用或可能抄袭的文献时倾向

于新发表或公开的论文成果。

相似文献数量按发表时间逐年增加，2014年相似

文献的数量达到峰值。由于从期刊正式发表或学位授

予，到其他学者可从平台获取学术文献并引用存在一定

时间差，2016年在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平台中送检

的论文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抄袭2014年发表或

公开的学术文献最多，共有相似文献5 272篇。

根据相似文献发表或公开时间分布情况，对发表或

公开时间在2008—2014年的相似文献作进一步的类型

分析，如表2所示。2008—2014年相似文献中学位论文

占比为77%—87%，呈逐年下降趋势；期刊论文占比为

11%—22%，呈逐年上升趋势；相似文献中会议论文数

量较少，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分布趋势。

表 1 相似次数统计表

0—9

10—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109

110—119

120—129

130—139

140—149

150—159

被相似次数 文献数量/篇

806 949

26 256

6 319

2 544

1 256

675

525

316

252

183

148

93

73

49

36

62

占  比

95.396 6%

3.104 0%

0.747 0%

0.300 7%

0.148 5%

0.079 8%

0.062 1%

0.037 4%

0.029 8%

0.021 6%

0.017 5%

0.011 0%

0.008 6%

0.005 8%

0.004 3%

0.007 3%

160—169

170—179

180—189

190—199

200—209

210—219

220—229

230—239

240—249

250—259

260—269

270—279

280—289

290—299

≥300

-

被相似次数 文献数量/篇

21

11

13

6

5

4

3

3

4

39

11

0

2

1

30

-

占  比

0.002 5%

0.001 3%

0.001 5%

0.000 7%

0.000 6%

0.000 5%

0.000 4%

0.000 4%

0.000 5%

0.004 6%

0.001 3%

0.000 0%

0.000 2%

0.000 1%

0.00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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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期

刊论文时，对文献新颖性要求更高，更易选择最新发表

的期刊论文。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学位

论文时，对新颖性要求相对较低，可能选择学位授予时

间为8—10年的学位论文。原因可能有两点。（1）学位

论文自学位授予日起至被收录到学术文献数据平台供

其他学者获取所经历的时间较期刊文献更长。相较期

刊论文的纸质刊发、收录及在网络平台上线的公开流

程，学位论文的网络公开过程效率较低，执行流程不够

成熟。（2）学位论文较期刊论文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其

中，国内外研究背景、课题绪论等内容更易被引用或非

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且网络开放的学位论文

主要为国内高校优秀硕博士毕业论文，论文学术价值整

体较高。

表 2 2008—2014年发表或公开的相似文献类型分析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年  份 学  位

2 687

3 420

3 341

3 395

3 629

4 017

4 093

期  刊

367

484

618

657

730

1 014

1 161

会  议

20

19

31

24

17

26

18

相似文献
数量总计

3 074

3 923

3 990

4 076

4 376

5 057

5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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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次数的学位论文相似文献来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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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类主要相似文献的被相似次数进行标准差分

析发现，会议论文被相似次数波动较小，而期刊文献与

学位论文被相似次数波动较大。相似文献中期刊文献

与学位论文的被相似情况可能存在较明显的最大值与

最小值群分布差距，需要通过更多维度对上述两种类

型的文献进行分析，如学科领域分布、文献来源机构分

布、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分布、硕博士学位分布等。

因在被相似次数大于等于10次的相似文献中，学

位论文占比超过80%，本文重点对相似文献中的学位

论文情况作进一步深入剖析。相似文献来源单位总计

547家，相似文献在10篇以下的共286家，贡献被相似次

数共853次；相似文献大于等于10篇的共261家，贡献被

相似次数709 726次。

按相似文献单篇被相似次数降序统计发现，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共计相似文献28篇，合计被相似4 166
次，单篇学位论文被相似频率约149次；西南财经大学

共计相似文献86篇，合计被相似次数11 236次，单篇学

位论文平均被相似次数约131次；哈尔滨理工大学共计

相似文献82篇，合计被相似次数7 158次，单篇学位论

文平均被相似次数87次。

对各学位授予单位的相似文献数量及相似文献合

计被相似次数进行统计。如图1所示，按相似文献数量

降序排列结果发现，电子科技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

学的学位论文合计被相似次数与相似文献数量均分列

前三位，分别有1 170篇文献被相似29 596次、860篇文

献被相似23 435次、921篇文献被相似22 956次。

4.3 被相似文献的类型分布

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可引用多种类型的学术资

源，包括学术期刊文献、硕博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

技报告文献、标准文献、专利文献、成果文献，以及部

分网络资源。而学术价值高，且被学者普遍引用的主要

为学术期刊文献、学位论文及会议论文三大类。

全部相似文献中，期刊论文共4 47  416篇，占比

52.89%；学位论文共382 514篇，占比45.22%；会议论文

共15 959篇，占比1.89%。被相似次数大于等于10次的相

似文献中，期刊论文共7 307篇，占比18.76%；学位论文共

31 407篇，占比80.66%；会议论文共226篇，占比0.58%。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相似文献类型分布进行更

深入的数据统计，统计显示全部相似文献中期刊文献

的数量为7 307篇，贡献被相似次数共139 040次，平

均单篇期刊文献被相似19.02次；学位论文的数量为

31 407篇，贡献被相似次数共730 034次，平均单篇学

位论文被相似23.24次；会议论文的数量为226篇，贡

献被相似次数共4 224次，平均单篇会议论文被相似

18.69次。

期刊文献与会议论文的平均单篇被相似次数较接

近，而学位论文的平均单篇被相似次数达23.24次，明显

高于期刊文献与会议论文，再次证明学位论文是文献检

测中质量高且被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

最为频繁的一种文献类型，对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结

果具有重要影响。

选取相似文献数量前20位的学位授予单位进行分

析（见表3），发现这20家学位授予单位中，综合性大学

占比较高，也不乏一定数量的理工类专业院校。同时，

前20位的学位授予单位中，有11家为“双一流”建设

高校，其中前10位中有9家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可见

“双一流”建设高校产出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学术环境

中对学术研究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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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位论文相似文献来源统计

电子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

重庆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云南大学  

湖南大学  

天津大学  

山东大学  

东南大学  

东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苏州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东华大学

学位授予单位 相似文献数量/篇

1 170

860

921

777

839

847

683

724

706

536

580

86

528

473

416

409

444

418

338

382

被相似次数总计次

29 596

23 435

22 956

20 911

19 929

19 651

15 539

15 455

14 787

13 440

11 551

11 236

11 002

9 874

9 341

9 339

9 034

9 010

8 456

8 362

25.295 73

27.250 00

24.925 08

26.912 48

23.753 28

23.200 71

22.751 10

21.346 69

20.944 76

25.074 63

19.915 52

130.651 2

20.837 12

20.875 26

22.454 33

22.833 74

20.346 85

21.555 02

25.017 75

21.890 05

单篇学位论文平均被相似次数

33.09

23.78

25.42

26.59

20.68

19.84

16.79

19.63

19.09

30.11

14.45

366.32

20.87

16.18

21.20

19.00

21.78

18.62

30.77

19.68

单篇学位论文平均被相似次数标准差

5 启示与建议

本次研究发现，比对资源类型与发表时间是学术文

献检测的重要影响因素，针对资源类型及发表时间进行

比对资源建设策略的制定对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

的专业化与精准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与实际意义。

（1）重点关注高新颖性比对资源建设。研究发

现，新颖性较高的学术文献资源在论文检测中具有更

高贡献度，然而最新发表的学术文献并非贡献度最高，

研究显示学术论文作者虽更易选择新颖性高的文献，

但也体现出较明显的“延迟引用现象”。

董建军对期刊文献引用分布规律的研究发现国内

期刊文献的引用次数达到高峰所需时间较长[10]，一般

在2—6年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此现象与本研究中通

过论文检测相似文献统计的时间分布情况十分吻合。

同时，此规律也符合王名扬等提出的在部分学科中明显

存在“延迟引用现象”的论证[11]。因此，可初步认为，发

表或公开时间2—10年的学术文献具有较明显的被引用

或抄袭可能，是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具重点需要关注

的比对数据。

因此，作为学术不端行为预防的有力武器，在选择

论文相似性检测工具进行检测时，不仅要着眼于两年以

内的新论文或学术成果，还要重点检查发表或公开时

间在2—10年的学术文献。研究结果还反映出论文检测

工具的数据建设不需要过多投入在旧文献上，否则既

会给论文检测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也会因大量数据的

不断累积导致论文检测工具性能的持续下降。

（2）全面丰富论文检测比对数据，确保高质量文

献的稳定供应。研究发现论文作者在不同类型学术文献

中，更倾向于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硕博

士学位论文。同时，论文作者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

可能的抄袭的相似文献类型日趋丰富。随着检测比对

数据的不断扩容，论文检测工具可检测出的学术不端行

为范围也随之扩大。除本文中重点分析的期刊文献、学

位论文及会议论文外，论文作者也出现了引用或可能的

抄袭网络文献、专利文献等其他文献类型的情况。

由此可见，在选择论文相似性检测工具的比对数

据类型时，可以遵循“全面建设、重点保障”的原则。一

方面，不断丰富比对数据类型，全方位预防学术不端行

为；另一方面，重点收录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

的抄袭出现频率较高的文献类型，对其进行重灾区重

点防治。其中，以学位论文为重点关注对象，通过对不

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比对资源应用分析与建设策略探究——基于万方检测系统的实证分析蒋勇青，刘芳，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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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位层次及不同类型学位授予单位的差异性分析，进

行合理的学位论文比对数据建设。建议加强硕博士学

位论文收集范围，重点收录“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双

一流”建设学科的学位论文成果。

（3）基于比对资源特征调优文献相似性检测算法

路线。本文的结果不仅为未来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系

统的比对数据建设提供重要决策依据，也为相似性检

测算法的专业化与精准化发展提供参考。数据显示学位

论文具有最多的被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

袭次数，对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的结果有重要影响。相

较其他类型文献，学位论文篇幅较长，结构清晰，通过

此次研究可初步推断，学位论文的摘要、绪论、研究方

法设计等部分在实际检测结果中的贡献值也存在差异，

同质化检测处理将无法进一步提升检测结果精度。针对

学位论文被引用或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情况

相对较多的问题，后续将专门针对学位论文进行结构化

分析，采用多层次多策略的方法，建立文本结构化识别

模型与特征向量计算模型，为不同文本部分选择不同的

相似性计算算法与条件权值，以有效提升检测结果精准

度。通过上述检测数据能进一步分析论文作者在引用或

非典型性引用甚至可能的抄袭学位论文时的内容偏好，

为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提供更多决策依据。另外，

相似文献的时间属性也可以考虑被赋予一定权值纳入

检测结果，减少误识的相似结果，提高算法的精准度。

基于2016年在万方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中送检的

学术文献检测部分抽样结果，本次研究主要针对论文

检测比对资源的资源类型及资源发表时间两项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与探究，提出在上述因素影响下论文检测

比对资源建设策略应重点关注的方向。未来研究还将

融入对相似文献的学科分布、来源分布的深入分析统

计，并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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