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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长期以来科技论文中折射出的科学道德下滑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给出重建识假、打假机制 

的建议，进而提出痛击学术腐败的社会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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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T2o多年的科技编辑 ，接触了数以 

千计的科技论文，虽然不可能都了然于心， 

但也习惯于关注论文中的科学含量——创 

新性、先进性、实用性 ，以及与期刊的融合 

性。虽然耳边也风闻“枪手”已成为职业， 

不仅混迹于考场，而且往来于书刊市场，但 

总觉得那离 自己毕竟还远，也就不太在意； 

存朴理 稿件 时 ．诵常 与笛一 作者丰T夺谱 ．冈 

为那理应是论文的捉刀人，偶尔发现 电话 

询问有关细节时，对方竟然闪烁其词，要施 

缓兵之计 ，当时只有怪怪的感觉，也未深 

想；⋯⋯直到最近 ，看到某《学报》上～篇涉 

及本刊的论文，粗糙的文字、浮夸的作风竟 

然被包装成不可多得的创新成果，骗过隔 

行的编辑 当作重要文章刊发，才感到 自己 

的麻木。于是认真搜索了相关的 已被尘封 

的记忆 ，突然冒出了“论文中的科学道德” 

这么一个逆常组合的命题，试图解析一个 

男类 的 问颢 黻 裉下 去 ．敲 感 到汶 帚 一个 

时代性 的话题 ，不能不说远～点。 

1 昔日辉煌——构筑道德防线 

加入WTO，预示着我们与世界各地的 

人民一样 ，“都能在全世界所提供 的无限商 

品和服务中作 出自己的选择”Ⅲ，生活质量 

提升的前景将无比美好；我国经济运行的 

走势为世界称道 ，几乎可以成为继 日本、亚 

洲四小龙之后世界经济的新奇迹。然而这 

不应令我们陶醉，因为市场经济与任何事 

物一样，也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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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其长避其短，随着 市场经济浪潮泛起 的 

沉渣将会把我们 埋葬。同样不能盲 目的 

是，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一分为二的，不说对 

于～个新政权 ，特别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 

体，计划经济体制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就说 

计划经济体fl~]30年所构筑起来的道德防线 

吧，它是多么令人依恋：在那远逝 了的年代 

中，数亿人都在单一得近乎纯粹的思想指 

导下，生活得像他们的着装那样单调无华， 

金钱魔鬼与色欲魔女统统被装进 了潘多拉 

盒匣，狂热地追崇精神 

完美 自然耐得住物质 

匮乏，没有触 目惊心的 

腐化，也没有明日张胆 

的欺诈，更不知道什么 

是艾滋病、罂粟花，路 

不拾遗、夜不闭户并不 

是神话，助人为乐、大 

公无私几近人格化 。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 

中 ，在一种近 乎强制 的 

推行下，构筑了一道可 

信的道德防线。作为 

社会精英的科技工作 

者的道德水准 自然更 

筑道德防线。 

2 今天隐忧——冲破道德防线 

强行在 人们 心中构筑 的道 德防 窑i；=旱终 

不住 邪恶洪魔冲击 的。最典型 的佐证就 

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世界观、价值 

观 ，并有卓越表现的精英，在市场经济浪潮 

的涤荡下，在五光十色的诱惑中，不少人失 

身落马。事实告诉我们，走出潘多拉盒子 

的金钱，需要有如魔盒一般魔力的法律 来 

高 ：只讲泰 献 、不 计索 

取，于是科技期刊编辑 自然养成了注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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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作者的道德水准 ，顶多查～下是否一 

桐 伪 孜 — — 当 町 最 大 时 垣 德 洛 爱 。科 技 刃j 

刊编辑并没有错 ，因为全社会在不懈地构 

湖北出版名人蔡玉麟编审近影 

控制。我国的立法 、司法力度始终没有跟 

上 ，所以造成了趋利忘义者玩火 自焚。对 

于科技期刊而言，期刊产业化的进程中也 

必然受到相应的市场行为的冲击，几十年 

来构筑的道德防线 已受到明显的威胁，这 



从论文中的道德下滑便可见一斑。 

2．1 论文中道德沦丧的表现形式 

“论文中的道德”是指论文中隐藏着作 

者的道德，可以大略地搜索 出几种不道德 

的表现形式。 

2．1．1 枪手 

枪手是谙熟写作技巧且具有一定知识 

积累的写手，代人捉刀以谋生，即以名换 

利 。对于科技期刊 ，雇主就是论文的第一 

作者。典型事例有论文发表前更换第一作 

者 。这种事时有发生，原因 自然是“第一作 

者”更需要这一个署名权，背后不外乎“钱” 

与“情”；另一种表现是编者与“第一作者” 

在论文发表前沟通受阻，从而暴露了有枪 

手在身后；更多的是某些有地位而又明显 

不学无术的“第一作者”，为了某种需要(如 

学历、学位)而投来的论文或由引线人送来 

的论文。 

2．1．2 拼手 

拼手 同样谙熟写作技巧，与枪手不 同 

的是，不代人捉刀 ，只为 自己谋名利。由于 

只为 自己写，所 以揣摩编者的心理与期刊 

的 口味更细致。不要说科普类期刊拼手 已 

成主力，就是学术类期刊，也照样有他们的 

天地。我们就遇到过一位反复来稿的作 

者，由于知根知底 ，一直未被采用 。l0多年 

后他终于爆发，软硬兼施：一方面复印了他 

在很多刊物上发表 的论文，其中也有权威 

性高的期刊 ，质问我们为什么投了十几篇 

就没有一篇能用的；另一方面又说这一生 

就想在你们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现 已患 

绝症，希望成全。悲切至此 ，我们只好在增 

刊上发表了一篇。这是一个过于典型的事 

例，如果不是找不到合适的案例，我真不忍 

心这样告 白于众，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拼 

手 ，整天呆在图书馆里看资料，然后就拼装 

出笼，而对于工程技术期刊 ，没有工程实践 

背 景的论文 是虚浮 的。很 多论文似 曾相 

识，都是拼手之过 。在 网络技术高度发达 

的今天，拼手的生存空间更为广阔。笔者 

就有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甚至具体行文 

被别人拼走，后来拼手电话道歉时说他是 

从网上看到的，不知道怎么标注参考文献。 

2．1-3 假 手 

假手是指在内容中造假的作者。可以 

说，枪手是市场的宠儿，拼手与假手并不是 

市场的亲生子，只是在市场中更加如鱼得 

水。与枪手、拼手的最大不 同之处在于，假 

手不一定诸熟写作技巧，但却非常熟悉期 

刊的口味与编者的心理，他追求的是录用 

率，法宝就是造假，论文的内容 以符合编者 

的期望为首要原则 。对于科技期刊，科学 

实验与工程实践需要科学设计、科学观察、 

科学精神，那通常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与时间，假手没有这个耐心 ，他急于发表文 

章，于是在文字上动手脚 自然成了捷径。 

应该说，假手是最糟糕也是最麻烦的。他 

们造假的手法五花八门，伪装得巧妙，有时 

很难被发现 。假手无须具备多高的素质， 

必然造成分布最广、人数也最多，因而对道 

德防线危害性也最大 ，必须深入剖析： 

(1)瞄准结论，用一两拨千斤 

对 于依靠 实验 发现 新规律的科学而 

言，严肃的实验结果是十分珍贵的，有所突 

破的新发现也最为编者所青睐。行业内的 

假手熟悉当前进展 ，不经实验或随意修改 

实验结果，从而达到令人新奇的效果，是最 

省力的办法。至于在实验 中对有些飘移点 

随意抹去或改动则更为常见 。对于这样的 

实验结果有时也会让审稿专家很无奈。 

对于交叉学科，特别是思维性学科，将 

结论拔高并不很难，特别是在编者不熟悉 

的领域知识(“隔行知识”)中海阔天空地走 

笔之后再回到交叉领域 ，于要害处隐隐一 

拔(如“抽象出某某科学概念”等)更不易被 

识破，这“一拔”能不让编者喜出望外吗! 

(2)虚张声势，以过程壮声威 

造假功力达到一定水准之后，为了衬 

托 出“科学结论”的新颖性 ，必然会虚张声 

势，用过程的精彩来掩盖结论的虚弱。比 

如有某某权威(最好是院士)领衔，调动了 

可观的学者群参与，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制 

定了严密的方案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达 

到科学结论的这些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 

所以克隆过程并不困难，但这个过程中所 

蕴含的创新往往会大相径庭。但假手的这 
一 技巧无疑十分障眼，很容易引领编者走 

入他的结论 。 

(3)大胆注水 ，以“丰采”作包装 

如果说“瞄准结论”是点睛的话，那么 

“虚张声势”就是虚构基本骨架与形态，剩 

下来的必然是注水 以丰满肌肤 ，制造光彩 

丰腴 的诱惑，一个美艳佳人就这样被克隆 

出来。 

“水”对于科技期刊而言，是指非独创 

的部分，表现形式有如下种数：①对于研究 

性论文 ，上溯历史，细说原理 ，再加铺垫 ， 

把论文撑得满满的，以掩饰独创部分的单 

薄乃至虚无；②把近期别人发表的相关论 

文，剪枝删蔓，移花接木，越隔行又有些相 

关的越容易闯关；⑨在 自己已发表的论文 

中延伸，据说国外也允许只要有20％的新 

内容就可以作为新作发表；④同一篇论文 

在不 同学术会议上反复宣讲，在不同期刊’ 

上发表时，仅把标题改一下，内容90％以上 

没有任何变化；⋯⋯刊人应该以像对“注水 

肉”一样的悲愤堵塞含水论文的可乘之机 ， 

把精华与欣喜呈现给读者 。 

2．2 论文中道德沦丧的产生原因 
一 切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 

(1)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化，出 

现了很多以前没有的职业 ，比如过去写手 

的职业可 以是作家、秘书、记者等，市场却 

催生了枪手这个怪胎。枪手能满足某种市 

场需求并按劳取酬是符合市场法则的，所 

以因其有合理性而可能会存在下去。 

(2)市场经济带来金钱地位的上升，金 

钱走 出潘多拉盒子是一切道德沦丧的根 

源 。金钱是经济交往的中介 ，是劳动的等 

价物，它 自会进入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领 

域 。为了取得国家的科研经费，市场中的 

所有行为也都堂而皇之地走进 了科学殿 

堂。很多国家项 目交账的凭证就是科研论 

文 ，因而论文 中的道德防线受到市场潮水 

的冲击就不可避免。 

(3)市场经济把很多社会领域都纳入 

产业化轨道。最典型的、也最亲近的就是 

教育产业化与出版产业化。当我们欣喜地 

看到产业化推动了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发 

展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教育产业化使得 

我国高等教育盲 目扩招 ，金钱这只魔手已 

毫不费力地把教育质量逼到了角落 ；当我 

们为那些在校园外学习和生活的扩招生扼 

腕叹息时，那些远离书本的社会显要们却 

通过雇佣枪手自鸣得意地在档案中装入 了 

金灿灿的证书——继续显要的敲 门砖 。出 

版产业化 则为大款们提供 了他们最为缺 

少，也最 为向往的提升学术品位的机会与 

园地，出版人对此既不情愿又难罢手，能控 

制在一个小范围内是比较现实的权宜之计 
— — 这是多么可怕的承认!所有这些给在 

学术界边缘观望的 “混混”们以意外的惊 

喜，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舞台。当然，不 

是产业化的错，而是产业化中的监控手段 

不力，市场经济的法制必须强大。 

(4)论文中的道德滑坡 ，直接指向各类 

评估对论文数量与发表媒介的要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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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中引入市场因素，如果对论文的 

评估不再如此表象化 ，如果论文的实际价 

值不再如此被夸大，如果对贯彻科学技术 

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有更广泛 、更 

深层的突破⋯⋯，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靠论文谋生、自娱与厮混 了。但 是，同样的 

客观环境 ，为什么有更多的学者不断生产 

佳作 ，不断提升情操呢?所 以说 ，人 以道德 

划线 低于社会道德底线的“混混”还是 自 

我修炼出了问题 ，外因是通过 内因而起作 

用的。 

3 神圣使命——重固道德防线 

今天，我们不必否认新中国成立 以来 

在全 民道德建设中所取得的可敬成就 那 

时的科技编辑不太担心论文会被不道德侵 

淫；当然，也必须承认那种靠封闭、强制与 

单调建立起来 的道德 防线是经不住冲 击 

的，一旦离开了那个环境(计划经济)，新的 

土壤(市场经济)必会滋生良莠混杂的禾草。 

面临这一否定必须再完成一次否定——重 

固道德防线——这应是新世纪的神圣使命 

之一 ，科技期刊编辑也不能袖手旁观 。重 

固道德防线，要求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审查 

论文中的道德水准：识假与打假 。 

3．1 识假 

识假并不始于当代，三审制就是一个 

识假 机制 。但是事实说明，三审制的运行 

机制面对枪手、拼手与假手 己然显得老态 

龙钟，力难从心 了。识假要求作为卫道士 

的科技编辑不 断提高科学素养 与敬业精 

神，并要善于积累经验。 

如果说枪手是以专长谋生，拼手是以 

读写自娱，还属于具有正常人格的话，那么 

假手 中的极致——学术界的“混混”则不可 

同日而语：他们并无专长，但却极会造势 ， 

谙熟学术卫上的巡查规则，明了编者的心 

理兴奋灶， 能混迹于学术界为荣，待到造 

假本领炉火纯青时，会屡屡得手，便越混越 

上瘾 识别他们其实并不困难，不妨给“混 

混”画一幅 肖像：如果把编辑比作卫士的 

话，“混混 ”就是没有请柬而千方百计想混 

入学术殿堂的衣衫不整的门外汉 。他们惯 

用的闯关手法可能是戴一顶别具魅力的大 

帽子(如 “瞄准结论”)，也许临时找一个披 

肩 (如运用一些哲学词语作常规演绎)，或 

者戴一只别致的手套 (如“虚张声势”)，再 

递上一张捡来的精致的名片 (如达到能引 

起卫士兴趣的某种高度或填补某一能引起 

卫士兴奋的空白的后起之秀)，最妙地还是 

与卫士海聊(如 “大胆注水”)，⋯⋯。采用 

如此种种手法不外乎是想转移 卫士的视 

线：他们知道只要赚得卫士一瞬间的疏失 

便可登堂入室，因为在人流密集的入 口，再 

尽职的卫士也难于即时看清这些饰物掩饰 

下的本相；卫士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 

完所有贵宾的入场 资格，从机制上并未留 

有足够的辨识真伪 的时间。道德防线需要 

卫士监护——不迷恋那些感官的刺激 ，直 

接进入论文的核心，剔除水分 ，严格审视 ， 

请高人帮助把关。“混混”是监防的重点 ， 

但不是全部。新的识假机制的重要一环是 

建立 已有信息数据库，其强大的检索功能 

是建立有效识假机制的有力工具，应该引 

起足够的重视 。 

3-2 打假． 

这些年来，我们正直 的学者对腐败 日 

渐入侵学术领地深恶痛绝。在泥沙俱下的 

变革年代，出现学术腐败与学术“混混”并 

不可怕，怕的是听之任之，而当前打击学术 

腐败的力度实在是太弱了，让这个瘟疫为 

总爆发不断积蓄能量是十分危险的。从论 

文的打假开始，实行一场打击学术腐败的 

人民战争是我们悍卫学术神圣的伟大使命! 

(1)严厉惩治 

所有与论文作者有关的单位都应制订 

出严厉的打击假论文的规章制度 。比如， 

Science M orality in Essay 

一 经查实发表了假论文，作者单位应对假 

手 的奖金和年度考核采取处罚措施 ；所有 

枪手所为的论文应视为无效论文，并扣发 

雇主奖金，抽出档案中的假证书；编辑部在 

期刊上公示假论文及雇主名单，并在某一 

时期内封杀假手与枪手；⋯⋯如果说开去， 

论文署名越来越多，严格上说也是一种虚 

假(多人署名实际上是互相署名，—伞直接 

后果是每人的论文发表数都数倍地增长)。 

目前 ，出现惟“第一作者”论文为有效的评 

估规则，已传达 出对打假的重视 

(2)加重奖励 

从哲学的观点看，加大奖励力度其实 

是不可或缺的打假手段 。打击邪气并不等 

于正气能 自动伸张 ，正气也需要扶助来宏 

扬 。例如，优秀论文奖 的评选未能形成气 

候，已有的评选也很不科学，平均主义思想 

泛滥 ，平衡手法调控等等屡见不鲜。只有 

提到相应高度，有组织、有计划、有研究地 

去实施，才会增强奖励扬善抑恶的效力。 

当然 ，也不能忘记嘉奖优秀的卫道士。 

4 结语——痛击学术腐败 

论文 中的科学道德，仅仅是科学道德 

在论文中的折射，应该说这只是学术腐败 

的冰 山一角。最近与陈宏愚编审谈及这一 

话题时，他 曾比喻说经济腐败是肌体之痛， 

学术腐败则是灵魂之蚀，这是十分深刻的! 

但愿这篇从论文中引出的道德文章能够催 

生有识之士更多的痛击学术腐败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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