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诚信是当今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以至全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学术不端行为是一

个由来已久的世界性问题，只是在今日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这大约与中国初入中等收入国家门

槛有一定的历史阶段关系，学术诚信与商业诚信一样只是社会诚信体系的界别表现；但我国今日的学

术不端行为更与急功近利的学术政策和学术生态有关。当学术社会已是整体性、体制性地缺乏自律、

自信和学术良态时，学术不端行为就一定会频频发生。惩罚式的终端控制固然十分重要，但健康学术

良态的缺失必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表现形式和“防不胜防、杯水车薪”的整治结果，甚至

学界和社会不仅被司空见惯地麻木了，而且还会变得“笑贫不笑娼”了。因此，不仅净化学术环境、

健康学术生态、重塑学术诚信是当今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至关重要之事，也更需要社会重塑诚信体

系，当今社会没有孤立洁身自好的桃花境。本期提供了“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学术不端行为类型研究”

和“我国42所在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诚信教育现状研究”二篇文章，前文利用2015年全国博士学位

论文抽检专家评阅意见数据，对博士学位论文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了梳理分类和分析，进而从

学科层面、院校层面、国家层面提出了一些治理建议。后文介绍了42所在建世界一流高校在科研诚信

教育方面的举措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支持高校发展的能力，中国的办学雄心壮志日趋增强，从

中央高层决定建成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起，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到大学都在谋篇布局提升大

学办学水平，被纳入“双一流”的高校更是明确绘制宏伟发展蓝图。本期“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建成的时间与标准”一文基于42所“双一流”高校出台的建设方案的文本分析，归纳了其中的一些共

识。虽然描绘宏伟愿景与实现愿景并不是同一回事，但读之依然有助于在“双一流”建设中深化认识

和明晰目标与路径。

人才是竞争力的核心，吸引、聚集和培养国际一流人才自然就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尊重人才

是我国目前被使用得最为频繁和时髦的词语之一，但很多地方的尊重人才仅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和说辞

上，很多地方的尊重人才简单地处置为给予不菲的薪水住房等物质利益，很多地方尊重人才是加官进

爵，很多地方尊重的只是外面的人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本期“美国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的多维

福利分析及启示”一文以美国能源部17个国家实验室的分析为例，通过工作状况、居住、情感支持与

社会关系、健康与休闲等多方面的福利介绍来揭示出尊重人才是多维度全方位的，此文对于我国尊重

人才、培养和使用人才、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无参考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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