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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7年4月20日，Springer出版社旗下的《Tumor Biology》期刊发布了一篇撤稿声明，宣布将撤

销107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的论文，这些论文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这次撤稿事件引起了整个科学界

的轰动，众多学者对于撤稿事件本身及其所暴露的科研诚信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2018年10月24日，

南京大学青年长江学者梁某被质疑多篇论文涉嫌抄袭或一稿多投，当事人主动发起大规模撤稿而引起

关注，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纷，南京大学也快速做出回应，经过调查核实梁某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和违

反师德行为，依据实情做出7项处分。众多撤稿事件将我国学术界推上风口浪尖，严重影响了我国学

术界的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

1　相关综述

撤稿论文（又称撤销论文或撤回论文）是指已发表的，经科学共同体成员举报或作者申请、在调

查后发现存在科研不端或科学错误等问题的，对科学发展具有不良影响的，同时载文期刊针对该文发

布正式撤稿声明（撤销声明）、以告知公众的论文[1]。撤稿论文信息有广义狭义之分[2]，狭义的撤稿

论文信息仅指被撤销论文本身所具有的信息，包括文献本体特征信息和被引信息等。广义的撤稿论文

信息在狭义撤稿论文信息之外还包括与撤稿论文相对应的撤稿声明信息，主要包括撤稿主体、撤稿原

因、撤稿时间等信息。撤稿本质上是学术界自我净化的一种机制，将存在错误或缺陷的论文从已经公

开出版的论文中剔除出来，保证已有学术研究基础的纯洁性和可信度，是学术论文出版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

国内外学者选择不同的研究样本对撤稿原因展开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根据已有研究经验来看，造

成撤稿的原因是多样的，部分撤稿论文中的问题源于无心之失，但还有不少撤稿论文涉及到科研诚信

问题。张晴[3]通过实证分析CNKI中的撤稿论文，结合国内相关政策，将撤稿原因归纳为五类——研究

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学不端行为、损害他人著作权、研究计划和实施过程非有意的错误或不足、

作者责任撤稿（未说明具体原因）和其他。周志新[4]将CNKI中撤稿论文的原因分为以下五类——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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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涉及知识产权纠纷、作者要求、内容问题和未注明原因。卜今[5]以PubMed中我国作者的

撤稿论文为样本，将撤稿原因分为以下九类：科技错误、编造数据或怀疑编造数据、重复发表或抄

袭、署名或版权问题、窃取别人成果、编辑部或出版商错误、基金问题、不符合杂志标准和没有给出

撤稿原因或没有信息。秦慧娟[6]对SCI撤稿论文的撤稿原因进行了分析，将撤稿原因归纳为诚实的错

误、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一稿多投重复发表和署名不当五种类型。Fang等[7]对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

的撤稿论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科研不端行为是导致撤稿的主要原因。Ribeiro等[8]通过实证研究将

Retraction Watch中的撤稿原因归纳为四类：错误、科研不端行为、其他、不清楚。Chen等[9]认为中

国大陆学者生物医学论文撤稿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欺诈/涉嫌欺诈（数据制作/伪造），重复发表，

抄袭，数据错误（数据分析或处理错误、结果不可重复、数据有效性可疑、数据不可靠），发表错

误，作者权益争议（未经合著者同意投稿，未经许可发表，作者身份不一致等），伪造的同行评审过

程（潜在同行评审员的捏造细节），和其他（未指明的不当行为或上文未提及的原因）。

已有研究选择不同的数据库，不同撤稿群体对撤稿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析，列举了常见的撤稿原

因，也有研究初步分析了造成论文撤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撤稿原因，治理撤稿

现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当前研究对于撤稿原因的分析还缺乏系统性，存在研究中列举的撤稿原

因不够全面，部分撤稿原因分类之间存在交叉重叠，部分撤稿原因的具体表现较为模糊等不足。本研

究为了全面系统分析撤稿原因，以我国SCI撤稿论文为样本，根据撤稿论文的具体撤稿原因构建撤稿

原因类目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SCI撤稿论文展开分析。

2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2.1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择我国SCI撤稿论文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源自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方面，我国撤稿事件多发，撤稿论文数量庞大，我们急需对我国撤稿论文原因给予研究了解。

2017年的107篇撤稿事件轰动整个学术界，但国际期刊大规模撤销我国论文并非没有先例。2015年3

月26日，开放获取出版商BioMed Central 宣布因评审过程被干扰而撤稿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

国；2015年8月18日，Springer 宣布撤稿64篇论文，其中61篇来自中国作者。在Web of Science中

检索撤稿论文可以发现，中国的撤稿论文总量已经位居世界首位，超过发文总量排名第一的美国，远

超日本、德国、印度、伊朗等国家。分析我国的撤稿论文原因，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缓解我国撤稿现

象的治理策略。

另一方面，SCI论文质量相对较高，同时也是我国科研评价、高校评价的重要指标。首先，从普

遍意义上来讲，发表在SCI期刊上的论文被引频次高于非SCI期刊论文，SCI论文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

高于非SCI论文质量，并且SCI论文的出版标准和要求较高，代表着较高研究水平的论文集合。其次，

SCI论文受到的关注度更高、接受的监督更广泛，因而SCI论文中存在的问题更容易被发现，存在问题

的论文也更容易被撤回。最后，在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中，SCI论文是重要的量化考核指标，SCI论

文的数量往往成为科研人员评奖评优、职称评定的关键。所以选择我国SCI撤稿论文进行研究，更有

利于我国高校以及科研管理部门了解我国我国SCI撤稿论文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2.2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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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确定我国SCI撤稿论文集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具有强大的论文索引功能，收录了1900年以来的SCI论文集，并在其文献

类型（DOCUMENT TYPES）字段中设置“Retracted Publication”和“Retraction”两种类型来标记

撤稿论文相关文献，其中“Retracted Publication”文献类型用来标记已被撤回的撤稿论文原文，

“Retraction”文献类型用来标记撤稿论文的撤稿声明原文。

为检索我国SCI撤稿论文，本研究在WoS数据库中选取SCI子集，时间跨度选择所有年份，构造检

索式如下：

AD = China AND DT =（Retracted Publication OR Retraction）

最终获取检索结果1519条（检索日期为2018年9月26日），下载全部检索结果的元数据全记录，

再进行清洗去重。由于部分撤稿论文仅能检索到原文或者撤稿声明，又有一部分撤稿论文的原文和撤

稿声明均能被检索到，检索结果中存在小部分重叠，本研究通过题名及作者信息比对，进行清洗去

重，最终得到我国SCI撤稿论文1362篇，构建了我国SCI撤稿论文集。

2.2.2　我国SCI撤稿论文原因获取

国内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撤稿论文数据库，国际上较为常用的撤稿论文数据库为Retraction Watch 

Database，但由于该数据库对撤稿原因的记录不规范，且未提供撤稿声明原文，本研究通过以下几种

途径来获取撤稿声明原文。

首先，WoS数据库中可检索到部分撤稿论文的撤稿声明，本研究初次检索到的1519条原始数据中

有309条数据为撤稿声明原文，可直接下载全文供本研究使用。

其次，WoS数据库中提供大多数撤稿论文原文链接，可通过此链接进入到撤稿论文出版商或期刊

原文页面，撤稿论文原文页面通常附有其撤稿声明原文链接，从而获取撤稿声明原文。

最后，WoS数据库中未提供少部分论文原文链接，可从Google或撤稿论文出版商官方网站中检索

撤稿论文题名，进入撤稿论文原文页面，再链接至其撤稿声明页面。

图1　Springer出版社旗下期刊撤稿声明原文示例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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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lsevier出版社旗下期刊撤稿声明原文示例

2.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首先提取撤稿声明中对撤稿原因的原始表述，通常为“reason”、“due to”、

“because”等词语后的表述，作为撤稿原因的原始数据。其次，从撤稿原因原始数据中抽取关键

词，记录作原始撤稿原因。第三，对原始撤稿原因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整体撤稿原因的整体概况，统

一、规范同一撤稿原因的不同表述，完成原始撤稿原因的数据清洗工作。再次，结合已有相关研究和

经验，将相似撤稿原因进行聚类，形成撤稿原因二级类目团。最后，对撤稿原因二级类目团进行分析

归纳，形成撤稿原因一级类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撤稿原因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人工干预工作过多，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本研究对于撤稿原因数据清洗及撤稿原因类目构建的过程进行了

多次核对确认。

3　我国SCI撤稿原因探析

3.1　撤稿原因类目体系构建

在对撤稿声明原始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已有相关研究经验构建了撤稿原因类目

体系（表1），较为完整详尽地归纳了撤稿原因的类型，并对各类撤稿原因的具体表现做出了列举或

解释，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撤稿原因的类型和表现，为我国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3.2　我国SCI论文撤稿原因分析

在上文对我国SCI撤稿论文原因构建类目体系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SCI撤稿论文的原因特征进行

了分析。

3.2.1　科研不端行为是我国SCI论文撤稿的主要原因，抄袭、同行评审造假、重复出版、不当署名是主

要表现。

统计分析我国SCI论文撤稿原因发现，科研不端行为是造成我国SCI论文撤稿的主要原因，占比

60.67%。统计我国SCI论文具体撤稿原因（表2）发现，抄袭（303次，占比20.27%）、同行评审造假

（250次，占比16.72%））、重复出版（136次，占比9.10%））、不当署名（80次，占比5.35%））

是撤稿论文中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表现，且同一撤稿论文常常同时具备多项科研不端行为。相比于剽

窃、篡改、伪造等需要“加工”的造假行为，抄袭这一简单直接的不端方式占比最高。同行评审造假

是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一种“特产”，因“107撤稿事件”而闻名，国际学术环境中核实和确认专家

身份的难度较大，给心怀不轨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涉及不当署名的撤稿论文中，造假作者常常未经合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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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见撤稿原因类目划分体系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具体表现

诚实的原因

错误

数据错误、图表错误、内容错误、方法错误、技术错误、设计错误、

表述错误、结论错误、引文错误、数据可靠性不确定、结论可靠性不

确定、结果无法重复、出版错误、数据解释不足、其他错误

研究过程不规范
在实验准备、数据处理和分析、写作等阶段存在不规范导致文章内容

和结果不准确或错误

科研不端行为

抄袭 抄袭数据、抄袭图表、抄袭内容、自我抄袭、无意抄袭

剽窃 剽窃数据、剽窃内容、剽窃观点、剽窃算法

篡改 篡改数据、篡改图表

伪造 捏造、虚造、伪造数据或图表

重复出版 内容完全或大部分相同的论文被多次出版在同一期刊或不同期刊

同行评审造假 通过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专家信息、伪造同行评审专家意见等方式

不当署名 合著者不知情或未经同意出版、合著者身份存疑、虚拟作者机构

其他科研不端行为 违反科研伦理、违反期刊政策、作者权益冲突等其他科研不端行为

其他

未找到或未说明 未找到撤稿声明或撤稿声明中未表明撤稿原因

重复出版的撤稿论文 曾经被撤稿的论文未经修改或更正再次被出版

未经内部审查 论文投稿前未经机构内部审查程序而擅自投稿

作者原因 未说明具体原因，仅表明因作者的原因而撤稿

著者同意或冒用其他作者身份进行投稿，这一造假行为不易发现，在我国SCI撤稿论文中也占据了较

大比重。

3.2.2　因诚实原因撤稿的表现形式繁多，数据错误是主要原因类型

因诚实原因的撤稿虽然不是我国SCI论文被撤稿的主要类型，但也表现在不少撤稿论文中，值得

引起我们重视和探讨。一方面，撤稿论文中涉及的诚实的错误表现形式繁多，单就错误这一种原因类

型就有14种具体表现。从研究前期的方法选择错误、思路设计错误，到中期的数据错误、图表错误、

表述错误、内容错误等，再到后期的结果错误、出版错误等，诚实的错误遍布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另一

方面，数据相关的错误是诚实原因中的主要类型。在样本数据中，仅数据错误就出现了226次，在诚

实的原因中几乎占据一半的比重，远高于其他类型的错误。此外，数据错误、数据可靠性不确定、数

据解释不足可能会导致结论错误、结果无法重复等错误往往可能连环发生，最终给论文的有效性和可

信度带来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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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国SCI论文撤稿原因统计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具体表现 撤稿数量 撤稿总比重

诚

实

的

原

因

（479）

错误（478）

数据错误 226 15.12%

结论错误 65 4.35%

出版错误 43 2.88%

结果无法重复 35 2.34%

数据可靠性不确定 28 1.87%

结论可靠性不确定 19 1.27%

方法错误 19 1.27%

图表错误 13 0.87%

技术错误 8 0.54%

设计错误 6 0.40%

表述错误 6 0.40%

内容错误 5 0.33%

其他错误 3 0.20%

数据解释不足 1 0.07%

研究过程不规范（1） 研究过程不规范 1 0.07%

科

研

不

端

行

为

（907）

抄袭（303）

内容抄袭 203 13.58%

自我抄袭 42 2.81%

图表抄袭 35 2.34%

数据抄袭 23 1.54%

剽窃（67）

数据剽窃 55 3.68%

内容剽窃 10 0.67%

观点剽窃 1 0.07%

算法剽窃 1 0.07%

篡改（25）
篡改数据 23 1.54%

篡改图表 2 0.13%

伪造（14） 伪造数据 14 0.94%

重复出版（136） 重复出版 136 9.10%

同行评审造假（250） 同行评审造假 250 16.72%

不当署名（80）

合著者不知情或未同意发表 74 4.95%

虚构隶属机构 3 0.20%

合著者身份存疑 3 0.20%

其他科研不端行为（32）

作者权益及冲突 18 1.20%

违反科研伦理 7 0.47%

科研不端行为 5 0.33%

违反期刊政策 2 0.13%

其他

原因

（109）

其他（109）

未找到或未说明 104 6.96%

未经内部审查 2 0.13%

作者原因 2 0.13%

重复出版的已被撤回的论文 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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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示与讨论

撤稿原因是撤稿论文的重要属性信息，探析撤稿原因可以了解撤稿论文的作者是否是主观恶意，

也可以了解哪些恶意行为是学术不良作者更多使用的。针对这些原因，以及这些原因出现的频率，我

们可以从编辑的角度、科研管理机构的角度，以及论文作者自身的角度展开讨论，以寻找有效的办法

尽可能避免诚实性错误论文的产生和发表，尽可能地遏制科研不端性质论文的发表，即使发表了也能

够尽早地发现并撤销它，尽可能降低其对后续科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这样我们能够为期刊编辑加强论

文审核指明着力点，也可以为高校、科技部等科研管理部门加强科研诚信教育提供重点教育的方向和

内容，还可以针对撤稿作者的科研行为习惯为其他科研工作者提供规范指导等，从而最终为缓解撤稿

现象、治理科研不端行为等提供借鉴。

4.1　期刊编辑部加强论文审核，尤其是对撤稿高频原因加以重视

论文从出版到被撤回一般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越长，这些存在问题的撤稿论文对科学界

的不良影响就越大。期刊编辑作为论文出版的重要把关人，必须加强论文审核，优化出版论文的质

量，尽可能提前将存在问题的论文拒之门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要加强论

文审查力度。从常见的撤稿原因出发来审核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加强论文查重工作、增加作者

身份核实环节来筛查抄袭、不当署名、同行评审造假的论文，尤其是要重点从撤稿高频原因的角度对

投稿论文进行审核。另一方面要优化审稿专家匹配程序。涉及内容方法错误、伪造篡改数据等原因的

论文不易被外行察觉，但经验丰富的同行专家可能从中发现端倪。选择适合的专家开展审稿工作，同

时在评审过程中可要求科研人员提供实验记录来证明数据的可靠性，尽可能将存在明显错误的论文和

造假的论文提前拒之门外。

4.2  高校等科研管理部门对抄袭、同行评审造假、重复出版和不当署名行为加强教育

本研究发现，科研不端行为是造成我国SCI论文被撤稿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抄袭、同行评审造

假、重复出版、不当署名等科研不端行为表现较为突出。已有撤稿论文中因科研不端行为而被撤稿的

论文占据相当大一部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意识淡薄，对学术规范不了解或不遵

循。科研诚信教育告诉科研人员科研诚信的重要性，学术规范教育告诉科研人员如何落实科研诚信，

在加强思想认识的同时也要注重方法论的指导，针对不同原因的撤稿行为开展相应的教育，如对于抄

袭、剽窃等行为可加强引用文献相关标准的教育，对于因研究过程不规范的行为可加强实验操作和写

作规范教育，对于不当署名的行为可加强知识产权和署名规则教育。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加强科研诚

信和学术规范教育，引导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科研诚信意识，养成良好的科研行为习惯。从而减少科

研不端事件的发生，降低撤稿论文数量。

4.3  科研人员自身要提高学术规范意识，不要触碰学术红线

归根结底，科研人员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体，科研人员真正地重视科研诚信问题、加强学术规

范意识才有可能从根源上缓解撤稿现象和学术不端行为。从意识层面上来说，科研人员认识到科研诚

信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才会保持着对科学研究的敬畏之心，不会因为盲目逐利去铤而走险，触碰学

术和做人的底线。从实际操作上来说，科研人员认识到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才会可能地规

范实验操作从而减少实验误差，在实验过程中做好详尽数据记录以备自查，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和准确性；才会尽可能完善研究设计和内容，规范语言表达和格式规范，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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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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