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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农业工程学报》防范学术不端论文的实践及取得的成效，论述了学术期刊抵制不端论文的重要性

和期刊的责任。鉴于目前我国相关政策及管理体制的缺失，建议政府及管理机构加强学术规范的基础性建设，促进学术

团体组织制定行业或领域的学术规范，实现科技期刊出版业与学术界的互动。文章重点研究了论文的文本重复率与抄袭

的关系，得出文本重复率是判定论文是否有抄袭问题的参考指标，而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判定论文是否抄袭，应采取定

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特别要关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等论文的主体部分内容是否重复，同时考虑不同学科

领域、同一领域不同类型的论文的允许重复率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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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所谓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

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

新见解及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

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

术会议上交流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书面文件 [1]。

而科技期刊所报道的内容主要是科技信息，即语

义、逻辑、客观和实践信息。科技期刊排斥伪科

学信息的报道，排斥非创新性成果的刊登。科技

出版物及期刊本身像一面镜子也会将学术腐败现

象折射出来，客观反映了所存在的学术不规范问

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期刊受到了不良学术生

态的侵扰，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出版腐败问题；另

一方面，由于学术出版工作的疏忽、自律不严以

及出版行为的不规范，对学术生态的破坏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要治理科技学术界的腐

败现象，首先应治理学术期刊的出版；要规范学

术行为，首先应规范出版行为。学术期刊的出版

管理在良好的学术生态建设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

的作用，建设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也是编辑出版

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2]。

学术不端论文表现为，研究内容简单重复、

抄袭剽窃、论文的虚假署名、项目资助的未标注以

及不规范参考文献伪标注等。在科技界、出版界对

相关问题探讨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学术不端现象屡

禁不止的问题，研制开发了不端文献的检测系统等
[3]，并得到了推广应用。该系统可检测出文本重复

率的大小，但作为科技文献到底重复率多大才可以

判定为重复抄袭文献，目前尚没有定论，出版者在

实际工作中仍感到无据可依。本文将以《农业工程

学报》为例，针对科技论文的抄袭、自抄袭（或称

重复发表）的现象，利用文本重复率对抄袭剽窃或

一稿多投不端论文进行甄别判断，以期在科技期刊

审稿时判断是否存在不端问题提供参考。

2  《农业工程学报》不端论文

查处工作及成效

《农业工程学报》自 2006 年开始对来稿进行

“查重”。当年 12 月由《农业工程学报》第六届编

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农业工程学报〉关于防范

学术不端行为的措施及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4]。该办法要求作者投稿说明该稿的原创性，

规定了投稿作者、编辑部、审稿人共同防范不端论

文投稿，并要求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将“查重”作

为稿件审核的重要内容，审稿遵循“先辨真伪再审

质量”的原则。该《办法》同时还提出发现不端论

文所采取的处理办法：警告作者、终止稿件处理、

向作者收取适当的稿件处理费、相关责任人署名的

其他稿件延缓处理；对刊出的不端论文稿件，支持

被侵权人的维权行为，协助司法调查；及时终止该

文在各文献数据网络、收录数据库、文摘库中的传

播，并在本刊网站上严正声明该文的侵权行为，及

时终止不良文献的扩散 [2]。

该学报编辑部开展此项工作后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通过认真分析评审，自查结果显示 2006-

2007 年刊出 4 篇涉及不端行为论文，而 2008 年

到现在只有 1 篇。

实践表明，期刊在防范不端论文方面严格要

求，会得到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拥护，也会使广

大科技工作者更加信赖期刊。因此，该项工作不

但不会影响投稿量，反而会提高刊物的信誉度。

所以，学术出版机构有责任在学术出版中遏制学

术不端行为。

3 内容重复论文的抄袭判定

3.1 规范引用与重复率

任何自然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的，科技论著及论文都要求标引参考文献，

实现合理引用（规范引用）。统计表明，国外期刊

参考文献的标引量平均每篇论文为 30 篇，国内

科技期刊参考文献的标引量平均每篇论文仅为 10

篇，较好的期刊达到平均每篇标引 25 篇参考文

献。显然，好的科技学术论文一定要有相当数量

的高质量的相关文献的标引、内容的引用，即重

复。然而，在科技出版论文及著作审核时如何判

定允许重复与抄袭的界限呢？本文总结了《农业

工程学报》的做法，以期对科技论文的抄袭判定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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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论文是否存在抄袭或“一稿多发”，首

先上网搜索与稿件相关的资料和信息，进行比

对。就论文的题名、关键词、著者、单位及参考

文献所提供的信息 , 查找与该文内容相同或相近

的文献，比较确定审核论文是否具有创新 [5]。有

人提出，学术论文甄别的方法：① 在计算机上打

开甄文，复制可疑句子。② 进入 www.baidu.com 

或 www.google.com 搜索。③ 查看搜索结果，点击

符合搜索条件的网页，打开网上源文。④ 观看网

页上的彩色句子， 再对照甄文中的上下文进一步

确定。⑤ 在甄文中的相同内容附近插入空行，把

源文所属网址、源文标题和作者信息复制粘贴在

空行内。⑥ 对甄文中与源文相同的部分加下划

线，并且选择不同字体颜色。⑦ 重复搜索步骤至

全文完毕。⑧在论文首页标明相同部分占全文的

总比例。通过甄别标记进行定量分析，审查甄文

以进行定性分析，无法定性的可提交专家判别[6]。

2008 年 12 月，中国知网（CNKI）发布了“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该系统可在中国知网文献

数据库中快速检测文献文本的重复状况，给出文献

文本定量的重复率报告，作为初步审核结果，为

进一步审核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等学术不端文

献，锁定侦察目标，从而大大提高判断投稿者是否

剽窃以及剽窃程度、一稿两投或多投和一个成果多

次发表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效率。

本研究依据的参数重复率，是指论文重复

已有参考文献文本内容占整篇内容的比例。用

“CNKI 不端检测系统”检测的重复率与其在比对库

中文献文本重复部分的重复率相比较，重复率越

高的文稿抄袭剽窃的可能性越大。下面以《农业

工程学报》为例介绍判定查重及抄袭论文的做法。

 《农业工程学报》属于学术偏应用类期刊，

于 2006 年开展防范学术不端论文的出版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本学科产生较大影响。对

来稿重复率统计的具体做法是：对 2009 年全年

的学报收稿进行统计查重，其中重复率数据不含

与其本人学位论文重复部分；对查出的重复率高

的论文再做进一步比对，并对重复内容进一步判

定；主体内容重复的采取退稿处理。统计结果见

表 1。

统计结果表明，重复率与抄袭的关系是重复

率高则抄袭的可能性大，但重复率低或零重复偶

尔也存在抄袭现象。

（1）来搞重复率分布状况

分析表 1 中的数据可见：第一，该学报在

2006-2008 年开展防范学术不端论文工作的基础

上，对不端作者有威慑力，2009 年收稿的重复率

明显降低，重复率大于 10% 的稿件仅占总稿量的

14.7%。第二，重复率为 0 及 0~10% 的收稿（无

问题稿）占总稿量的90.6%。但不容忽视的是重复

率为 0 的稿件仍有抄袭现象，规避检测的严重抄

袭现象存在（0.4%）。

（2）学术偏应用类期刊论文抄袭的可能性

由表 1 可见，《农业工程学报》根据重复率判

定抄袭而退稿的概率如下：重复率在 10% 以下的

论文中，几乎没有抄袭（个别有规避检测的严重

抄袭现象，占来稿的 0.4%）；重复率在 10%~20%

的论文中，可能抄袭的论文约 8%；重复率在

20%~ 30% 的论文中，可能抄袭的论文约 20%；

重复率在 30%~ 40% 的论文中，可能抄袭的论文

约 67%；重复率在 40%~50% 的论文中，可能抄

袭的论文约 86%；重复率在 50% 以上的论文中，

可能抄袭的论文几乎 100%。

判断是否抄袭的一般原则是：允许一定量的

非主体内容重复，严格限制论文主体内容重复；

重复部分要规范标引参考文献，不得故意回避相

关文献；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类型的论文，允许重

复率不一样；不同学科领域同类研究论文，  允许

表 1  2009 年《农业工程学报》收稿及初步查重情况统计

（根据CNKI 不端文献监测系统监测文本重复率） 

重复率范围 0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大于50% 大于10%重

复稿件占投

稿总数的

14.7%

投稿论文篇数 2531 156 117 104 21 20 17
占投稿论文百分比（%） 85.3 5.3 3.9 3.5 0.7 0.7 1.3
因重复退稿 10 9 21 14 17 17
重复退稿率（%） 0.4 7.7 20.2 66.7 85.5 100

    说明：投稿论文总数为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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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率不一样。

3.2 自然科学不同论文采用允许重复率

《农业工程学报》在实践中，按照论文的类型

及其特点，提出并采用了如下各类论文允许的重

复率。

（1）研究论文。因为研究论文是关于科学发

明和科学发现的研究报告，创新性是其基本要

求，重复率不宜过高，一般重复率 15% 以上需进

一步核查。《著作权法》要求重复率不高于 10%，

笔者认为更适于文学创作类产品。

（2）综述类论文。因为综述类论文，非创新

研究，主要是对已有成果的综合、归纳和分析，

不可避免地要重复前人文献，允许重复率高达

35% 或更多，但要强调论文对文献合理引用，规

范标注出处，而且要有自己的观点，深入分析，

得出有价值、具有指导意义的分析结果。

（3）应用类研究论文。一般方法、模型、算

法及理论等，已被应用到其他领域，只是该知识

在新领域中的应用，可允许 30% 的重复率。

（4）学位论文。对于传统上的学位论文，

学生毕业后可以将学位论文整理后再在期刊上

发表，待发表论文与学位论文的重复率可达到

90%。当然，网络信息时代学位论文数据的在线

获取非常方便，是否还有必要在期刊出版，需要

进一步研究。

（5）系列研究论文。系列研究论文是作者在

某一研究专业（问题）不断推进，在前续研究阶段

性成果发表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可避免地

重复已有的研究条件、基础和实验设备、研究方

法及得到结果的描述，可允许重复率达到 50% 以

上，但要求在原基础上要有有价值的新进展、新

结果，更加系统、完善并有所改进。

3.3 判定抄袭建议与原则

（1）文本重复率是判定论文剽窃的重要参考

指标，但并不是简单规定重复率达到某定值即判

定为剽窃。

（2）采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判定论

文抄袭更加客观准确。 即根据学科特点将不同种

类论文的文本重复率设定某个值域范围，范围内

的论文为疑似不端论文，然后再进一步比对、审

核重复内容，根据主体或非主体的重复情况，判

定是否为抄袭论文。

（3）建议进行针对性研究，归纳总结出更科

学的判定标准。国外许多科研资助机构和科技出

版单位都有一定的抄袭判定标准，我国的期刊可

以在对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

4 实践体会及政策需求

4.1 学术不端论文问题复杂

该问题涉及道德、学术规范、行政、法律

等诸多方面，调查、取证、审查、鉴别及处理决

定，有的是出版机构不能为的，需要法律的支

撑。如抄袭剽窃等的违法行为，需司法部门处

理，其调查取证非常复杂；如一稿多投、重复发

表的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实践证明仅仅依靠道德

约束对防范学术不端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是不讲

人情的，这对那些有意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人能

够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在我国今后制定学术编

辑出版规范时，应增加查处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方面的内容。对于部分重大的或复杂的不端问

题，应有专门的机构介入调查处理工作。

目前，较系统的学术出版部门“办法”规定

很少，由于出版机构权限，实际执行缺乏依据。

另外，具体对不端论文问题的判定涉及较深专业

领域知识，尺度上也很难掌握。

4.2 抵制不端学术论文需期刊界联合行动

一家出版机构对不端学术论文的防范，对维

护学术出版界秩序的作用微乎其微。只有学术期

刊界联合起来，才能使学术期刊在整个学术生态

建设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抵制学术不端不良

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要加强科技期刊出版业与学术界的互动，共

同促进科研人员遵守学术规范，科技期刊在营造

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中，尤其是通过出版环节积

极宣传倡导科技工作者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完

善编辑出版的规章制度，对不端论文执行严格的

出版限制制度。密切关注学术出版界相关政策，

在调查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相互沟通，相互通

报信息，必要时提供相关出版证据。

4.3 防范不端论文的政策导向

（1）加强学术规范的基础性建设。建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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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操作性强的反学术不端法律、规范规则体

系，包括系列概念界定、实施程序及执行机构建

立运行等准则，重点在法律条文的细化和行业指

导。特别包括科技出版的法规规则建设，要求科

技期刊在规范出版行为，为科研人员（作者）坚持

诚信创造条件。

（2）把防范不端情况作为出版物质量评定的重

要考核指标。期刊的学术水平是由论文的学术水

平决定的。一家充斥着学术不端论文的期刊，发

表较多抄袭剽窃、重复无新意的成果，很难成为

优秀期刊。建议期刊主管部门审读内容，并以不

端论文的刊载情况作为期刊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

（3）学术团体组织制定行业或领域的学术规

范。根据国家基本文本，针对行业、学科特点参

与制定科技出版的国际性规范，研究国际规范可

能促进相关法律的修订。必要时根据我国国情制

定特殊的规范，建立管理、监督和处理学术不端

行为人的完善体系。

5 结 论

学术期刊在防范学术不端论文方面工作仅靠

一家或几家出版机构各自的“单打独斗”，既缺乏

规范依据，也没有有力的政策支持。建议政府部

门、主管机构联合出台规范及治理政策，联合期

刊出版界、学术界，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为建立

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结合《农业工程学报》的实际来稿查重及退

稿情况，分析稿件与已有文献的文本重复率判断

抄袭剽窃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文本重复率是

判定论文剽窃重要参考指标，但不是唯一依据。

判定论文是否抄袭，应采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

方法，以保证结果客观、准确；简单地规定达到

一定重复率就彻底否定论文价值的做法并不科学。 

建议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规范学术行

为，加强出版界与学术界互动。特别是在判断论

文是否抄袭剽窃时，要关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和研究结果等论文的主体部分内容是否重复，同

时考虑不同学科领域、同一领域不同类型的论文

的差别。

致谢：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科技部科

研诚信建设办公室孙平老师的指导，对编辑部人

员协助统计数据工作，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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