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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XIANDAIJINBAO

丑闻层出不穷

国际上学术不端丑闻连年不断。最近的重磅丑
闻则是2018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宣布曾
在该机构任职的皮耶罗·安韦萨有31篇论文因涉嫌
造假而要撤稿。由于安韦萨曾被认为开创了心肌细
胞再生的新领域，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学术界。

再往前追溯，还有连累导师自杀的日本“学术
女神”小保方晴子事件、2005年韩国曾获“最高科学
家”称号的黄禹锡事件、2002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科
学家舍恩制造“物理学界50年来最大的造假事件”。
国内也有受到广泛关注的韩春雨事件等。

“论文撤稿是学术不端的常见后果。‘撤稿观察
’网站中主要收集了来自英文国际期刊的超过1.8
万条撤稿信息。有些撤稿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

代，甚至有一条在1756年。”奥兰斯基说。“撤稿观
察”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撤稿数据库，它显示全球
撤稿的数量一直在上升，不过由于论文总量也在增
长，撤稿量在论文总量中的比例近年来维持在万分
之四左右。

虽然撤稿并不一定意味着学术不端，但奥兰斯
基表示，分析显示从2000年至今，因各种学术不端
问题导致的撤稿在撤稿总量中比例维持在60%左
右，这说明学术不端一直是个困扰全球学术界的麻烦。

危害不止“腠理”

跟其他作假行为相比，学术不端的危害往往得
不到充分认识。有些人觉得，无非是发了几篇假论
文，获得“注水”的学位或荣誉，浪费了一些科研资
金，不值得“大动干戈”。还有的机构讳疾忌医，不愿
意公开和处理所属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这是扁鹊见蔡
桓公时的早期诊断，可惜患者没有重视，最终不治
身亡。今天，学术不端对社会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

某些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很可能危及生命。在
“撤稿观察”的榜单上以96篇撤稿量排名全球第二
的，是德国麻醉研究者约阿希姆·博尔特，他的一大

“发现”是含有某种胶质物的羟乙基淀粉可用于静
脉注射。在相关论文没有被发现造假前，一些医学
机构曾将此写入注射指南。但实际上人体肾功能可
能因此受损，严重时可致死亡。

从更深层次看，学术不端损害社会诚信和人们
的信任，以各种手段“轻松”获得学业成绩或学术荣
誉的造假者会成为坏榜样。美国也有类似案例。
2010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运动员马文·奥

斯汀发了一条推特，引发人们对其学业成绩的质
疑。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从1999年开始，在北卡罗来
纳大学就读的许多运动员就没有正常上课，却获得
了不应有的学业成绩。舆论哗然，有关机构对这项丑
闻的调查一直持续到2017年，大学进行了多项整改。

治理尚需协力

对于学术不端问题的治理，人们往往止步于关
注对曝光个案的处理而忽视了全面的治理体系建
设。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等人在
1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过去在学术
丑闻之后，常有人提议建立一个全面协调的治理体
系，但往往又随着新闻热度的淡化而被搁置。

文章指出：“在美国，过去70年里保护着研究质
量和诚信的系统是破碎的、低效的、不协调的，”美
国应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跨越各个相关领域的“科
研政策董事会”来维护科研诚信。

在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去年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
见》，提出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明确科研诚信
建设各主体职责，加强部门沟通、协同、联动，形成
全社会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合力。

奥兰斯基认为：“学术不端问题源于人性的缺
陷，所以很难完全消除。我们能做的是通过制度建
设来尽量减少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比如在论文撤稿
方面，如果一些地方不过度奖励论文，可以减少论
文造假的动机，也许有助于减少撤稿数量。”

治理学术不端还要形成制度化的管理体系，比
如从科研评价体系方面减少造假动机、加强科研诚
信的教育和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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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已成一种全球麻烦学术不端已成一种全球麻烦

■“关注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

近日，演员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成为国
内舆论热点。国际上，在翟天临公开致歉的同一
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等人
在英国《自然》杂志发文，提出维护学术诚信机制
的低效问题，呼吁建立专门机构维护科研诚信。

案例之外还有数据。因揭露学术不端而全球
著名的“撤稿观察”网站共同创始人伊万·奥兰斯
基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统计的全球论文撤稿
量已从 2000 年前的每年不足 40 篇，上升到 2018
年的约1400篇，其中约60%与学术不端有关。”

那学术不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全球麻烦？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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