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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学位论文学术影响力研究

李晓辉袁 王 珏袁 郎林芳

（哈尔滨师范大学 图书馆，哈尔滨 150025）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分析被撤销学位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分布情况，揭示其在学术系统的不良影响,为管

理部门制订相关政策提供建议和参考，为具体实践提供方法和策略。[方法 / 过程]通过媒体的公开报道获

得撤销学位案例，在学位论文数据库和网络阅读分享平台中获得撤销学位论文的分布数据、引用数据和

Altmetrics 数据，分析撤销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提出治理策略。[结果 / 结论]论文的残留率为 75%，即

有 75%的学位论文在学位被撤销后仍分布在各数据平台中；论文的净化率为 36%，即有 36%的撤销学位论文

被数据平台删除；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有 58%撤销学位论文被引用过，其中 33%的引用发生在撤销之后；

Altmetrics 分析发现，84%撤销学位论文在网上被上传、收藏、分享、评论和转载，其中有 24%的论文在撤

销后仍被上传。最后从科研诚信教育和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两个角度提出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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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istribution of retracted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ir negative effect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management depart-

ment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o reduce academic misconduct. [Method/Process] We obtained cases of revoked aca-

demic degree through media news, and retrieved various databases and online reading sharing platforms to find the

residual situation of the papers. We also analyzed the papers' academic impact by bibliometrics and altmetrics mea

surement.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75% retracted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were still in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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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袁 因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的研究生学位撤销

事件屡见报端袁 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袁 给学界造成了

极大的负面影响遥 与这些看得到的显性影响相比袁 事

件本身还存在着隐性影响袁 即这些存在学术不端问题

的博硕论文并没有完全在学术系统中消失袁 还在被继

续阅读和引用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 已有学者从撤销期刊论文的角度

展开研究遥 主要包括院 ①撤销期刊论文的治理问题研

究袁 针对存在学术不端的期刊论文未被撤销现象袁 有

学者提出中国目前暂无完善的撤销论文制度袁 撤销论

文意识不强袁 学术不端论文未撤销和撤销论文未刊登

撤销声明的现象较为严重[1]袁 从而引发对撤销期刊论文

照样被阅读甚至引用的担心[2]曰 ②撤销期刊论文的特征

分析遥 研究提出论文的撤销率在增长[3]袁 撤销原因在很

大比例上因为学术不端[4]曰 ③撤销期刊论文的学术影响

力研究袁 发现论文撤销后学术净化效果显著[5]遥 也有学

者研究认为被撤销之后仍存在大量引用袁 并研究引用

原因[6]袁 发现撤后引用大部分是正面引用[7]遥
撤销学位论文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上述层面遥 已

有研究主要从文献计量角度袁 以学位论文为对象袁 通

过计量分析袁 研究某一领域的热点尧 前沿和趋势袁 或

研究学位论文本身的学术影响力等[8,9]遥 随着撤销学位

现象的增加袁 有案例因处理不当产生了法律纠纷袁 相

关研究主要关注撤销学位本身的法律规范问题袁 研究

基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学位撤销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

题[10]袁 法律约束和程序制度构建等问题[11]袁 对于撤销学

位论文的研究袁 还没有像撤销期刊论文那样全面遥 本

文通过文献计量和 Altmetrics 方法袁 对因学术不端而撤

销学位的博硕士学位论文 渊以下简称撤销学位论文冤
展开研究袁 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院 首先研究样本选取

的是撤销学位论文曰 其次袁 在研究撤销学位论文的影

响力时补充了 Altmetrics 分析袁 以期更加全面的衡量撤

销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袁 进而探究存在问题背后的具

体原因袁 为相关管理和教育部门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和

参考袁 为具体实践提供方法和策略袁 以完善学位论文

管理袁 减少撤销学位论文给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袁 起

到净化学术环境的作用遥

2 研究数据获取

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独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袁 是重

要的文献情报源之一袁 一般不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袁 只

能通过学位授予单位或指定收藏单位 渊中国的博硕士

学位论文由国家图书馆尧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分工收集保存冤 获得遥 CALIS

和中国科学院系统也建立了学位论文平台 [12]遥 此外袁
商业学位论文数据库也收录学位论文全文袁 网络文献

阅读分享平台上也有学位论文的传播与分享遥 研究基

于上述平台获取相关数据遥
撤销学位案例数据来自国内媒体的公开报道袁 主

要有澎湃新闻尧 新浪微博尧 科学网和部分高校主页遥
数据采集方法以媒体报道为基础袁 最终通过查阅高校

官方声明来证实遥 数据采集时间是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袁 过滤掉仅有网络曝光但高校最终没有给

出明确撤销学位声明袁 或正在处理中的案例袁 最后得

and online reading and sharing platforms, and 36% of them were retracted. Bibliometrics analysis found that 58%

retracted papers were cited, and one-third of which occurred after the retraction. Altmetrics analysis found that 84%

papers were uploaded, collected, shared, commented, and reposted. And 24% of them were uploaded after the re-

traction. Finally, we put forward the governance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integrity education and

academic misconduct punishment.

retracted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cademic misconduct; research integrity; academic impact; Altmetrics

李晓辉，王 珏，郎林芳

撤销学位论文学术影响力研究

47



2021年第 33卷第 7期

到撤销博士学位案例 27 例袁 撤销硕士学位案例 54 例袁
共 81 例遥

撤销学位论文学术影响力的数据来自 3 类数据平

台院 商业博硕论文库尧 图情机构的博硕论文库和网络

阅读分享平台 渊以下简称网络平台冤遥 商业博硕论文库

包括知网博硕论文库尧 万方博硕论文库曰 图情机构的

博硕库包括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渊NSTL冤 学位论文

库尧 CALIS 学位论文库尧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博士论

文库曰 网络平台包括百度学术 渊学术检索平台冤尧 豆丁

网和道客巴巴 渊网络阅读分享平台冤遥

3 撤销学位论文的残留和净化情况

81 个案例涉及到 12 个学科门类 渊参照教育部的学

科门类设置袁 只有军事学没有涉及冤袁 其中人文社科和

经管类共 38 例袁 理工农医类 43 例袁 比例基本一致遥
撤销学位的时间从 1997 年到 2019 年袁 2016 年之后撤

销数量大幅增加袁 约占总量的 2/3遥 论文撤销时滞 渊撤
销学位时间与获得学位之间的时间差冤 平均是 5 年袁
最长 15 年袁 最短 0.5 年遥 学位授予单位有 48 个高校和

3 个研究所遥 撤销原因皆为在学期间存在严重学术不端

行为袁 其中学位论文抄袭和剽窃 69 例袁 学位论文数据

造假 2 例袁 学术论文抄袭 6 例袁 学术论文伪造同行评

议 1 例袁 伪造入学资格 3 例遥
3.1 撤销学位论文的残留情况

学位被撤销之后袁 学位论文应立即从各数据平台

撤销袁 调查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袁 只有 15 篇论文既

无元数据也无全文袁 完全检索不到遥 其他有 61 篇可检

索到元数据信息袁 并可直接下载或通过文献传递方式

获得全文袁 有 5 篇论文只有元数据袁 无法获得全文遥
本文把应撤销而没有撤销的现象称为残留袁 提出 野残
留率冶 指标袁 来衡量撤销学位论文在各数据平台中的

分布情况袁 公式如下院
残留率 = 可获得全文的撤销学位论文数量 / 撤销

学位论文总数 =61/81=75%

进一步按数据平台类型来看袁 论文残留率最高的

是网络平台袁 豆丁和道客巴巴经去重有 55 篇论文残

留袁 残留率 68%曰 图情机构的博硕论文库经去重有 54

篇残留袁 残留率 67%曰 知网和万方论文库去重后共有

42 篇袁 残留率 52%遥
从现存篇数来看袁 3 类数据库有轻微的差别袁 但从

管理情况来看袁 商业数据库有清理行为袁 图情机构的

数据库和网络文档阅读分享平台是否有论文清理行为

无法判断遥 从数据库提供的现存论文元数据来看袁 论

文无任何撤销标引袁 与正常论文无异遥 这说明在高校

对学位进行撤销之后袁 大多数数据库并没有对学位论

文做相应的处理袁 仍可正常的检索和利用 渊表 1冤遥
总体来看袁 75%的撤销学位论文仍可获取全文袁

且无任何撤销标识袁 说明以上 3 类数据平台对撤销学

位论文的管理都存在疏漏遥 使用者无法判断该论文已

被撤销袁 可能一直被浏览尧 阅读尧 下载和引用等袁 继

续产生着学术影响遥

商业数据库 图情机构博硕论文库 网络文档阅读分享平台 

数量 CNKI 

博硕库 

万方 

博硕库 

NSTL 学位 

论文库 

CALIS 学位 

论文库 

国图博士 

论文库 
豆丁网 道客巴巴 百度文库 

博士论文数量/篇 11 13 14 10 6 9 12 0 

硕士论文数量/篇 16 18 31 21 0 31 36 4 

论文总数量/篇 27 31 35 31 6 40 48 4 

残留率/% 36 41 47 41 23（博士论文） 53 64 5 

去重后残留率/% 52 67 68 

 

表 1 撤销学位论文残留情况

Table 1 The number of retracted theses in databases and online reading and sharing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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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撤销学位论文的净化情况

为了衡量撤销学位论文在学术系统中被撤销的情

况袁 本研究提出 野净化冶 的概念袁 指学位被撤销后袁
学位论文从各数据平台中被删除或标记撤销的行为遥
从已获得的数据来看袁 总的学位论文数量减去残留的

学位论文数量袁 并不等于被删除的论文数量袁 因为有

些论文可能在论文库中从未收录过袁 再加上调研的数

据平台中都没有删除学位论文的标识袁 所以袁 判断数

据库是否有净化论文行为需借鉴间接方法遥 具体方法

是院 根据百度快照袁 在百度搜索中可获得该论文信息袁
进一步点开后显示 野该论文已被移除冶曰 在百度学术中

检索相关论文袁 会显示该论文 野来自知网冶 或 野来自

万方冶袁 但在其论文库中检索不到该论文袁 说明论文曾

经存在过袁 但现在已被删除遥 通过这两种方法袁 判断

出有删除撤销学位论文行为的只有知网和万方博硕库遥
最后得到知网现存 32 篇袁 删除 17 篇曰 万方现存 36

篇袁 删除 13 篇曰 去重后现存论文 42 篇袁 删除 24 篇遥
净化率 = 删除论文的数量 / 收录论文的数量 渊现

存论文数量 + 删除论文数量冤 =24/66=36%

36%的净化率较低袁 在知网和万方的博硕库中袁 有

约 1/3 的论文在学位撤销后被数据库删除袁 大部分论文

仍残留在数据库中袁 继续被下载或引用袁 这是一个令人

担忧的现象袁 商业数据库应加强对撤销学位论文的管理遥

4 撤销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分析

研究从文献计量指标和 Altmetrics 指标两个视角袁
对撤销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进行分析遥 以论文被引量

渊包括撤后被引量冤 作为计量指标袁 并参照论文下载量

指标遥 Altmetrics 是通过对论文尧 著作尧 数据集等多种

形式科研成果的追踪 渊收藏尧 分享尧 评论尧 转载尧 引

用等冤袁 全面并及时的反馈科研成果影响力[13]遥 与传统

的评价指标相比袁 Altmetrics 被认为能够测量更宽泛的

影响力袁 速度更快更及时[14]袁 所以研究补充 Altmetrics

数据袁 从引文数据和网络数据两方面综合衡量撤销学

位论文的学术影响遥 Altmetrics 指标参照王艳波学者的

研究[15]遥 百度学术可直接提供引用量和阅读量袁 引用

量是对论文被文献引用情况的统计袁 所以作为文献计

量指标袁 阅读量来自论文在网上被阅读的次数袁 作为

Altmetrics 指标遥
4.1 文献计量分析

论文的下载量分析遥 去重后在知网和万方博硕库

中共有 42 篇论文被下载过袁 合计总下载量 2.9 万次袁
篇均下载 710 次袁 单篇最高 2 709 次袁 其中博士论文的

下载量大于硕士论文遥 研究无法判断下载时间与撤销

学位时间的前后关系袁 但在研究进行过程中袁 因多次

确认数据袁 发现在很短的时间内下载量就有所增长

渊排除本研究的下载冤遥 这说明袁 这些论文被大量下载

过袁 且仍然有用户在关注并下载遥 可见袁 虽然这两个

库中论文的残留率最低袁 但使用量最大袁 数据库在撤

销学位论文管理方面更应发挥作用 渊表 2冤遥
引用分析遥 从被引论文数量来看袁 合计有 47 篇被

引用袁 占 58%遥 总被引频次 465 次袁 篇均 渊各库引文

去重后所得冤 被引 5.9 次遥 可见被引论文数量和篇均

引用次数均较高袁 撤销学位论文在学术交流中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遥 为验证撤销时滞与被引量数据之间是

否存在依存关系袁 研究中使用 SPSS 进行相关分析袁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发现被引数据不符合正态分

布袁 因此选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袁 结果显示在 95%的

置信区间上袁 撤销时滞与知网引用频次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0.38袁 呈微弱相关袁 说明撤销时滞越久袁 撤销学

位论文在学术生态系统中的影响会越大遥
残留引用分析遥 这里把学位撤销后的引用称 野残

留引用冶 渊Post Retraction Citation冤[16]袁 有 27 篇论文在撤

销学位后仍然被引用袁 从被引量来看袁 撤销后的引用

总量 142 次袁 约占引用总量的 1/3袁 最长的残留引用发

生在撤销学位 9 年后 渊因论文发表有时滞袁 本文从学

位撤销发布的第二年开始计算残留引用冤遥 这些数据说

明袁 学位撤销之后袁 撤销学位论文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并

不能轻易消退袁 33%的论文仍然在学术交流中发挥作用袁
其中有些引文还比较新袁 最近的引用出现在 2020 年

渊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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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阅读分享平台值 豆丁网 道客巴巴 百度学术（阅读次数） 豆丁网撤后上传 道客巴巴撤后上传 

论文篇数/篇 40 48 48 10 11 

去重后篇数/篇 63 15 

最大值/次 2 592 373 850 4 5 

最小值/次 6 1 1 1 1 

总值/次 16 932 2 045 2 349 22 20 

单库均值/次 423 42.6 48.9 2.2 1.8 

均值/次 314 2.8 

 

图 1 论文撤销前后被引情况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the ci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ses

were retracted

项目 
知网博硕库 

下载量 

万方博硕库 

下载量 

知网 

引用量 

万方 

引用量 

百度学术引

用量 

知网撤销学位

后引用量 

万方撤销学位 

后引用量 

百度学术撤销

学位后引用量 

论文总篇数/篇 32 36 44 17 21 27 8 9 

去重后/篇 42 47 27 

最大值/次 2 709 274 24 19 27 17 12 6 

最小值/次 72 0 1 1 1 1 1 1 

总值/次 26 119 3 684 247 90 110 84 36 22 

单库篇均/次 816 102 5.6 5.2 5.2 3.1 4,6 2.4 

总篇均/次 710 5.9 3.1 

 

引证文献分析遥 研发发现有 47 篇撤销学位论文共

被 247 篇论文引用袁 呈如下两个特点院 一是撤销学位

论文大多被学位论文引用遥 引证文献中期刊和会议论

文 70 篇袁 占 28%袁 学位论文 177 篇袁 占 72%袁 具体来

看袁 博士论文被博士和硕士引用袁 硕士论文基本被硕

士论文引用遥 二是引证文献的引用动机多为肯定引用遥
在 67 次期刊引证文献中袁 66 次是肯定引用袁 只有一篇

作为学术不端的案例被否定引用遥 此外袁 引证文献中

含有部分基金支持的论文遥 引文是用来验证事实和方

法袁 作为新研究的基础袁 学界普遍认为袁 存在学术不

端的论文袁 不能再作为可靠的研究成果进行正面引用袁
否则就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遥
4.2 Altmetrics指标分析

研究选择了常用的网络阅读分享平台豆丁网和道

客巴巴袁 这些平台能直接提供的文献阅读量尧 浏览量尧
收藏量和点赞量等作为计量指标袁 因每个平台能提供

的指标不同袁 研究按平台进行统计袁 把各平台能够提

供的指标量合并袁 求和后作为平台指标遥 同时把百度学

术的阅读量作为该平台的 Altmetrics 指标袁 详见表 3遥
渊1冤 Altmetrics 指标分析遥 经去重共有 63 篇论文

在网络平台上被访问和浏览过袁 占论文总数的 84%遥

表 2 文献计量统计

Table 2 Bibliometric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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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metrics 总值 2.1 万次袁 篇均被访问浏览等 314 次袁
单篇最高值 2 592 次遥 可见袁 论文在网络平台上被收

藏尧 分享尧 评论和转载的情况较普遍袁 证明撤销学位

论文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并发挥着作用遥
渊2冤 撤后 Altmetrics 分析遥 在网络平台上袁 大多数

指标无法直接从前台判断出其发生的时间与撤销学位

时间的先后关系遥 只有 野上传时间冶 可以参照袁 同一

篇论文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多次上传遥 研究通过

野撤后上传率冶 来衡量撤销学位论文撤后在网络平台上

的活跃程度袁 该值越大袁 说明该论文撤后越活跃遥 经

统计袁 网络平台上有 63 篇论文总上传 285 次袁 其中 15

篇论文在撤销学位后继续被上传了 42 次遥 因上传只是

网络上多种科研成果追踪行为之一袁 所以撤后上传率

仅作为参考袁 用它来描述学位撤销后的活跃度袁 应该

比实际情况偏低遥 经计算发现有 24%撤销学位文在网

络平台上仍被继续上传袁 继续发挥着作用遥
渊3冤 Altmetrics 影响力分析遥 ① Altmetrics 指标与

撤销时滞的相关分析遥 撤销时滞与 Altmetrics 指标之间

相关分析发现袁 在 95%的置信区间上袁 相关系数是

0.47袁 呈弱相关关系袁 说明撤销时滞增加袁 撤销学位论

文在网络平台上的阅读量尧 浏览量尧 收藏量和点赞量

会越多袁 所带来的影响越广遥 ②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博

士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大于硕士论文袁 在网络平台上袁 博

士论文的 Altmetrics 值小于硕士论文袁 说明 Altmetrics

指标与引文指标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评价指标袁 代表了

科研成果的不同影响力袁 这与 ORTEGA 的研究结论相

似袁 Altmetrics 可能更多的反映了科研成果在科学普及

和网络媒体上这两个维度的影响袁 可作为社会公众影

响力的潜在评价指标 [17]遥 ③Altmetrics 指标内容分析遥
在豆丁网上的 40 篇论文中袁 有 14 篇论文 21 次被评为

野优冶袁 说明少部分撤销学位论文的内容得到网络用户

的明确认可袁 而这些是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袁 但他们

并不知情遥

5 撤销学位论文的治理策略

上述研究表明袁 学位被撤销后袁 大部分学位论文

并没有随之撤销袁 仍然在各数据平台中存在袁 在文献

中被引用袁 在网络上被分享传播遥 不仅在学术交流领

域发挥着影响袁 同时也在科学普及和网络传播这两个

维度上产生着影响遥 针对发现的具体问题袁 本研究从

科研诚信教育和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两个角度袁 提出有

针对性的治理策略遥
5.1 加强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袁 预防学术不端

开展全面深入的科研诚信教育遥 研究生阶段是学

者学术生涯的起点袁 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诚信教育袁 可

提高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能力袁 减少有意或无意的学术

不端行为遥 2016 年教育部 40 号令 叶高等学校预防与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曳 明确指出院 野高等学校应当将

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袁 作为教师培训和学生教育

的必要内容袁 以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尧 培训冶遥 科研诚信

教育是一个交叉领域袁 囊括了哲学尧 管理学尧 伦理学尧
法学尧 图书情报学等多个视角袁 需要从科学精神尧 科

研诚信尧 学术伦理尧 行为规范尧 政策法规尧 典型案例

等多方面展开袁 多部门联合袁 多渠道引导学生自觉遵

守学术规范遥
重视导师的引领和教育作用遥 科研诚信教育还要

强调导师的正向引导作用袁 有研究提出导师监督不足

是 野学术渎职冶 [18]遥 2018 年教育部发布叶关于全面落实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曳强调袁 导师是研究生

培养第一责任人袁 要学高身正袁 做科研诚信的示范者遥
导师应参与学位论文写作全过程袁 充分发挥监管作用遥
5.2 依法规范撤销学位袁 严惩学术不端

依法依规严惩学术不端行为遥 2018 年 叶关于进一

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曳 中提出袁 野严厉打

击严重违反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袁 坚持零容忍袁 建立

终身追究制度冶遥 此外袁 还提出要开展联合惩戒遥 加强

科研诚信信息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共有袁 依法对严重违

背科研诚信的责任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遥 2020 年 9 月袁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袁 制定发布了 叶关于

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曳 提出将学位

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袁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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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遥 高校在撤销学位案件时袁 应加大处罚力度袁 提

高处理效率袁 及时撤销学位和学位论文袁 尽早阻断其

在学术系统中的传播袁 减少负面学术影响遥
加强惩戒信息的透明度袁 全面及时刊登撤销声明遥

研究表明网络监督对提高科研诚信有促进作用袁 媒体

的报道不仅增强了学术不端现象的曝光率袁 也起到舆

论监督的作用[19]遥 建议规范高校的学位撤销声明袁 信

息尽可能全面袁 在官方渠道公开发布袁 即可显示高校

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厉惩戒的态度和力度袁 也可促

进多方监管遥
建立撤销论文制度袁 规范撤销学位论文管理遥 通

过梳理高校学位撤销案例声明中的法律依据发现袁 现

有法规缺少对学位撤销后的学位论文管理的相应规定遥
建议在高校层面的学术不端处理办法中袁 补充对撤销

学位论文的处理规定袁 要求尽快从学位论文库撤回遥 高

校图书馆作为学位论文收藏部门袁 应该发挥作用袁
同时加强商业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撤销学位论文管理遥

6 结 论

本研究从媒体获得 81 个因学术不端而撤销博硕学

位的案例袁 撤销学位的主要原因是学位论文抄袭和剽

窃遥 有 75%的学位论文在学位被撤销后仍分布在各数

据平台中袁 并被大量的下载和阅读遥 论文的净化率较

低袁 只有 36%的撤销学位论文被数据平台删除销遥 文

献计量分析发现撤销学位论文被广泛引用袁 其中 33%

的引用发生在撤销之后遥 Altmetrics 分析发现撤销学位

论文在网上的收藏尧 分享尧 评论和转载等行为较活跃袁
其中有 24%的论文在撤销后仍被上传遥 撤销学位论文

不仅在学术交流领域发挥着影响袁 同时也在科学普及

和网络传播这两个维度有着影响遥 最后袁 针对撤销学

位论文的高残留率尧 低净化率和较高影响力袁 研究从

科研诚信教育和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两个角度袁 提出有

针对性的治理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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