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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准则。本文以1998—2018年CNKI数据库中1 445篇有效文献

为研究数据，通过文献时序分析、关键词分析等方法讨论我国科研诚信研究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热点和内容演

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发文量总体呈现由稳中上升转向激增趋稳的趋势；关注群体相对集中；学术

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腐败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与之相关的研究在逐步深入，成果日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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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诚信研究的时空分布与

热点演变*

*本研究得到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面向山西产业转型升级的财经类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编号：J2018105）资助。

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

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

见》《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等文

件，强调要以推进科研诚信建设为重点，营造诚实守信

的良好学术氛围。科研诚信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和

中心准则，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与经济

的联系日益紧密，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逐渐增多。

如何避免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提高科研人员的研究

道德素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内的

许多学者针对科研诚信的内涵和概念、发展状况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研究对

于我国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规避学术腐败行为具有重

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对有关科研诚信的研究文献进

行梳理，以服务于科研诚信研究进程的继续推进。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使用Cite Space 5.0和

Vosviewer软件，绘制国内科研诚信研究领域的知识图

谱，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同时，基于检索

获取的数据信息，本文将从研究发文量的时序变化、研

究机构分布和发文期刊分布等方面对相关研究的时空

分布特征进行总体分析，以期丰富当前的同类研究。

1.2  数据来源

为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对于科研诚信研究的具

体状况，本文以CNKI数据库为样本数据来源，借鉴陈

雨等[1]的做法，将科研诚信、学术诚信、科研不端、学

术不端、科研道德、学术道德、科研失范、学术失范、

科研腐败、学术腐败、科研造假、学术造假、学术抄袭、

学术剽窃作为检索主题词，同时，由于能检索到的相关

研究文献最早出现在1998年，因此本文将研究期定为

1998—2018年，经检索共获得期刊文献1 577篇。为保

证数据信息的有效性，人工对报道类的、重复的文献

等进行筛选和剔除，共得到有效样本文献1 445篇。

计量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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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诚信研究的时空分布特征

2.1  时间分布：发文量的时序分析

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

领域的研究历史、发展速度以及研究关注度[2]，预测其

未来的研究态势。经检索，我国对于科研诚信研究的关

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年度发文量总趋势见图

1。可以看出，研究期内，关于科研诚信的研究文献数量

在逐年增长，科研诚信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和

重视。根据发文量变化趋势，可把关于科研诚信研究

的时间演变区间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98—2004
年为研究的起步期、2005—2009年为研究的兴盛期、

2010—2018年为研究的稳定期。

发文量虽然有所波动，但基本稳定在每年150篇左右，

研究进入稳定深化的阶段。其中2014年的文献数量较

多，这可能源于同一时期《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该意见强

调科研要以公正公开为原则，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和信

用管理。从研究发文数量的增长与变化看，学术研究推

进了相关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相关政策的制

定，政策的出台也引发了学界的更广泛关注。

2.2  空间分布：发文的研究机构与期刊分析

2.2.1  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机构的发文量体现了其在相关学科的研究状

况和实力，同时也反映了该机构的学术影响力[3]。根据

表1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我国科研诚信研究的发文机

构主要是高校，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是浙江大学和中国

人民大学，发文数量为28篇。此外，在该研究中表现较

为突出的还有中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体育文化导刊杂志社、西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发文

量的排名在前10位。这说明，重视科研诚信研究的机构

主要是高等院校。在发文量靠前的高校、研究机构中，

除中南大学以外，其他大学均设置有教育或者教育管

理学院，基于相关院系及学科的设置，他们往往对科研

诚信问题的参与研究度更高。从高校的区域影响力来

看，除西南大学一所院校属于原“211工程”高校外，其

他7所院校均为国家原“985工程”高校。这表明知名度

越高、研究实力越强的高校，对学术研究中的科研诚信

问题也更为重视，在科研诚信的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

位，对其他院校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2.2.2  期刊分布

对某一领域的文献期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有助

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把握研究的核心期刊，并为相关

研究者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帮助[4]。表2对我国科研诚信

研究的主要期刊进行了定量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对于

科研诚信研究的论文集中发表于科技和教育这两大类

学术期刊，累计贡献近40%，主要有《编辑学报》《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科技管理研

究》《中国高等教育》《自然辩证法通讯》《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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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8—2018年关于科研诚信研究发文量的趋势图

在最初的起步阶段（1998—2004年），关于科研诚

信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每年的发文量均少于50篇。

在研究兴盛阶段（2005—2009年），年度发文量逐渐

攀升，特别是在2008年前后，发文量迅速增加，比2004
年增加了5倍多，这与我国政府及科研、教育部门对科

研诚信问题的关注度增加有关。我国在2006年正式成

立科研诚信办公室，这标志着科研诚信问题开始进入

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范畴，科研诚信问题自此作为我

国科研人员的重要考核选项之一。此后，国务院出台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等文件，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科技信用制度，对承

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和从事相关管理的人员、机构进

行信用监督，增强道德规范，促进学风建设。在此政策

背景下，学术界对科研诚信的研究也愈益给予了高度

的重视，各种主题的成果相继涌现，形成关于这一主题

研究的兴盛时期。2010—2018年，关于科研诚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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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关于科研诚信研究的机构分布（前10位）

浙江大学

中南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体育文化导刊杂志社

西南大学

南京大学

28

27

24

23

20

28

27

24

23

20

机构名称 累计发表的文献数量/篇

表2  关于科研诚信研究的期刊分布（前10位）

《编辑学报》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科技管理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

《自然辩证法通讯》

《体育文化导刊》

《中国科学基金》

《科学与社会》

《科学学研究》

期刊名称

117 

98 

74 

56 

49 

44 

39 

35 

33 

31

发文量/篇

8.09

6.78

5.12

3.88

3.39

3.04

2.70

2.42

2.28

2.15

占比/%

8.09

14.87

19.99

23.87

27.26

30.30

33.00

35.42

37.70

39.85

累计占比/%

导刊》《中国科学基金》《科学与社会》和《科学学研

究》，其中《编辑学报》的发文量最多，有117篇，占比

达8.09%；《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和《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对科研诚信相关主题研究的刊文量也较多，文献量

分别达到98篇和74篇。从期刊的影响力和学术背景来

看，排名前10的均属于CSSCI来源期刊，具有很强的学

术性和规范性，这表明在我国，影响力较广、学术实力

较强、知名度较高的期刊对科研诚信问题的研究成果

关注度较高，在弘扬科研诚信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键词，以关键词为节点，时间切片为1年，阈值为Top50 
Per slice，并将主要节点含义相近或相似的关键词进行

人工分类并标注在图中，绘制我国科研诚信研究领域

的关键词时间图谱，见图2。

图2  科研诚信研究的时间图谱

3  科研诚信研究的热点演进及内容分析

3.1  时间分布特征

关键词作为文章主题的重要提炼，可以表达文章

的核心研究内容，高频次出现的关键词对于我们了解

一个领域的研究核心和热点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

使用Cite Space 5.0软件，基于有效的1 445篇文献的关

可以看出，科研诚信研究初期主要围绕学术道德、

学术风范、学术规范、学术腐败等主题展开，研究对象

主要是研究生。随后，科研不端行为本身及其成因也成

为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伴随研究逐渐成熟和深入，先

后新增出现了学术评价、版权（法律）保护、学术失信、

学位论文检测等主题。表明对科研诚信的研究，从最初

的现象和现状研究逐渐转向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规范和

防范研究。

基于以上时间图谱的分析，本文将科研诚信研究

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①关注科研道德、

科研学风建设阶段（1998—2004年）。这一阶段对于科

研诚信的研究在探索中前进。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

于分析在校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学

术失范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强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规

范这3个主要方面。此外，还有部分文献关注的是学术

期刊中发表论文的学术失范行为和规范方法。②关注

对学术行为进行规范阶段（2005—2010年）。在这一时

期，关于科研诚信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提

出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基础上，开始研究抄袭、剽

窃、一稿多投等常见的学术不端或科研不端行为，以及

如何防范。基于此，对于学术道德规范的教育研究也就

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不当的学术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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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作用。③基于制度、法律层面的科研诚信研究阶段

（2011—2018年）。在这一时期对于科研诚信的讨论是

基于学术或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分析下的制

度、法律层面的建设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

科研诚信的研究也逐渐从基本的现象描述、对策分析

等研究，转向讨论体制机制的构建以及法律法规的制

定。许多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指出，制度和法律对

于我国持续推进科研诚信的建设具有较强的规范、约

束作用。从图2可以看出，2011年以来并无较为突出的

关键词节点，也不存在集中分布的关键词节点，这表明

近年来，有关科研诚信的研究成果虽然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有所丰富，但未能形成较明显的研究热点或重

心，研究的内容较为分散，逐渐趋于多样化。

3.2  热点分布特征

研究热点是某一领域在一段时期内得到学者广泛

关注和讨论的学术问题或专题，有助于我们了解该领

域的主要研究和关键内容。本文采用Vosviewer软件

对我国科研诚信研究热点内容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

科研诚信的研究热点图谱（见图3）。可以看出，学术道

德、学术规范、学术腐败是科研诚信研究领域的三大热

点内容，其中心性分别为0.22、0.21和0.24，中心性和出

现频次都比较高，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表明如何防范

学术腐败，促进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是当前科研

诚信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体所应遵循的一项以善恶来评价的原则或规范，由经济

和学术关系所决定，主要依赖于舆论环境和社会公众

的信念来维持[5]。我国关于学术道德研究的文章最早发

表在1999年。根据与中介中心性以及与累计出现频次较

高的关键词比较可以得知，在排名靠前的研究热点中，

对于学术道德的研究是最先开始的，表明我国关于科

研诚信的研究是以学术道德这一主题为发端和源头的。

关于学术道德这一研究热点，以哲学社会主义科学、马

克思主义以及研究生教育等具有人文、社会属性的学科

为研究主力军，以上科目性质更偏向于人文素养教育，

这也就决定了其对学术道德研究的更多重视。同时，教

育行政组织对学术道德问题也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与

学术道德研究热点相关的学风建设、学术风气的研究也

较为活跃，包括高校的学风建设、高校教师的师德建设

等。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高校的学术失德问题频繁

发生。有研究指出，发生学术失范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校

大学生大多缺乏学术研究的自律性与道德感，对于学术

失范的认知不足[6]。此外，当前学术道德建设中学术失

范等行为频发，还存在部分外部因素。已有许多学者在

研究中指出，高校缺乏针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教育课

程，个别教师不能以身作则，未起到示范作用，还有社

会上学术腐败等不正之风的干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

上对高校学生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有不利影响[7-9]。基

于以上原因的分析，高校的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应当加

强国家、学校、导师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作用[10-14]：不仅

国家和各大高校应制定并完善关于学术道德的制度体

系和具体规范，做好顶层设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且要加强对高校的教师德育引导，让导师为学生做好

学术研究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从内在的因素来看，也应

对学生提出要求，加强对其的学术道德培养，助力学生

树立科研诚信的意识。以学术道德这一热点的研究为开

端，开创了我国科研诚信研究领域的新局面。

3.2.2  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

并由有关各方共同遵守而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

种准则要求[15]。我国对于学术规范的关注要晚于学术

道德，最早的研究文献出现在2000年。围绕学术规范这

一热点内容，学者展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16-23]。基

于高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情况，讨论研究生在科研期

间的不当科研行为并提出加强学术规范的建议。在不

图3  1998—2018年科研诚信研究热点图

3.2.1  学术道德

学术道德是指在进行科研或学术研究中，科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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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研行为方面，研究指出部分研究生为追求文章发

表的数量，或迫于学校的学术要求，存在一稿多投、引

注失范、对他人成果进行简单的组合拼接、论文署名中

“搭便车”等严重违背学术规范要求的行为。在加强学

术规范，规避科研不当行为方面，部分文献指出对于学

术规范内涵的解释是建设学术规范的基础和关键，因

此，首先应该围绕其内涵对研究生展开教育和培训，让

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概念有所理解和把握，才能更好

地树立学术规范的意识；也有文献从制度建设方向提出

要加强学术规范的培育，树立创新性的学术教育理念，

以此提高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养成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的

科研习惯，这是不断推进学术规范建设的核心和意义所

在。还有学者认为，之所以高校的学术失范行为日渐增

加，是因为目前各大院校未能对学生不当的科研行为进

行及时的处分，对于学术研究的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

这就造成部分学生在科研工作中的造假行为[24]。已有的

大量文献基于学术规范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研究的视

角也在不断地拓展，表明我国关于科研诚信领域的研究

日益深入。

3.2.3  学术腐败

关于学术腐败的研究开始得略晚，最早的研究文

献见于2001年。这表明学术界关于科研诚信的研究以

学术道德和学术行为规范研究为基础，逐渐开始注重

对不当学术行为的防治，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有研

究指出，学术腐败是指一切与学术有关，且与权力、金

钱、各种交易关系等密切联系的“超道德”行为[25]，因

此，对于学术腐败关注度较高的主体大多集中在期刊

社等。与学术腐败紧密相关的较为突出的研究还有学

术不端行为、学术批评、学术不诚信等。现有的文献

主要是对目前常见的科研不端甚至是腐败行为进行描

述、总结，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

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惩罚办法，以规避此类不良行为

的发生[26-30]。一些文献将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或是泡

沫学术、腐败评审、注水学位等描述为学术腐败的主要

现象。部分文献指出存在学术腐败的根源主要由于以

下原因：在现行的社会背景下，行政权力往往存在于学

术权之上，少数具有行政权的官员基于自身的利益可

能会对学术领域进行干预和影响；学术评价体制和科

研教育机制存在量化管理的问题，这使得部分学者为了

在短时期内通过考核评审而出现学术腐败行为；我国

对学术腐败的惩处力度较弱，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作

用。在防治学术腐败的研究方面，一些文献指出当前腐

败现象已从政治、经济等领域蔓延到学术界，应通过

完善学术性的法律法规，建立学术激励机制等方式来

防治此种不当学术行为。还有文献认为，学术期刊基于

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应提高对审稿工作的重视程度，并

且在此行业实施学术准入制度和追责制度。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梳理科研诚信研究的文献成果，得到以下结

论：从研究的总趋势来看，科研诚信一直以来是学术界

关注度较高的话题之一，发文量呈现从稳中有升到激

增向稳的变化趋势，研究主题不断增多与丰富；从科研

失范涉及的主体来看，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是科研学

术的初入门群体，应当重点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科研诚

信教育与引导，提升他们的学术道德意识和修养；从研

究的主要学科来看，以教育学、社会或人文学科为主，

其他的学科对此关注较少；从研究的热点内容来看，学

术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腐败是科研诚信研究领域一

直以来的三大热点，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现有文献关于科研诚信的研究大多基于研究生这

一群体的现状分析或是对于学术不端的个别案例的总

结分析。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不仅局限于对案例和现象

的基础分析，应更侧重学术评价、科研评价等方面更为

系统和全面的探讨。当前尚缺乏较为完善的关于科研

诚信指标评价体系及防范机制的系统研究，未来应从

整体上构建评价体系及完善的防范机制，从而有利于

更好地解决各种科研失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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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Based on 1 445 valid 
academic papers in CNKI database from 1998 to 2018,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its 
evolution tren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research in China by means of literature timing analysis and keyword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1998, the number of research literatures has generally changed from a steady rise to a steady increase; the concern group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 three themes of academic ethics, academic norms, and academic corruption are hot topics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been gradually 
deepened and the resul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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