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1），頁 100-108 

 

自由評論 

 

第 100 頁 

公平與透明：學術掛名倫理問題的多元視角與實踐策略 
張浩置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資訊室組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講師 

陳岳豪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感管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資訊科技碩士班 

陳若帆*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護理部護理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前言 

學術研究是推動知識前沿的重要力量，而學術倫理則是維護研究品質和學術

誠信的基石。根據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17）指出，「倫理」是研究工

作的核心，旨在確保研究者具備負責任的行為和態度，在眾多學術倫理問題中，

學術掛名（Authorship）問題尤為突出，因為涉及到對研究貢獻的公平認定和適

當承認。隨著學術研究的複雜化和合作模式的多樣化，如何正確處理學術掛名問

題成為了學界需解決的核心議題之一。 

隨著學術研究的複雜化和合作模式的多樣化，如何正確處理學術掛名問題成

為需解決的核心議題之一，理當正視研究者貢獻與署名規範，不僅能提升研究的

透明度和公信力，還能促進學術界的合作與創新。筆者認為學術掛名問題，主要

圍繞如何確保研究貢獻者得到公正的認可以及如何防止不當掛名。對於學術機

構、期刊編輯和研究人員而言，這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挑戰。過去，研究者們可能

因為對學術掛名標準的不明確而面臨不公平的待遇，或是因為合作過程中的溝通

不暢而產生爭議。因此，建立一套清晰且可操作的學術掛名規範，不僅是對研究

者貢獻的尊重，也是對學術界誠信的捍衛。 

此外，學術倫理教育應當在學術生涯的早期階段就進行系統化培養。及早養

成良好的學術倫理觀念，能夠有效預防學術掛名問題及其他倫理違規行為。這不

僅能夠提高研究者的倫理意識，也能夠促進公平公正的學術環境。因此，對學術

倫理的教育與培訓，應成為學術機構和教育機構的重要工作內容。 

二、維護學術誠信：ICMJE對論文作者資格的詳細規範 

根據「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ICMJE）2016 所發行的《學術醫學論文之執行、報告、編輯及發表的建

議規範》（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duct, Reporting,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Scholarly Work in Medical Journals, ICMJE Recommendations），對於論文作者的定

義和資格要求具有明確且詳細的規範。ICMJE（2016）在其指南中提出，論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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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四項基本條件（圖 1），以確保作者對研究成果的實質性責

任和對學術誠信的貢獻。 

 
圖 1 ICMJE 對論文作者資格之規範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 對研究計畫的構想或設計，或對數據的蒐集、分析或詮釋有實質貢獻 

首先，ICMJE 要求，論文作者應參與研究計畫的主要構思和設計，或對數

據的蒐集、分析或詮釋有實質貢獻，目的是確保每位被列為作者的個體，在研究

的關鍵階段都提供了實質性的貢獻，不僅有助於提升研究的質量，也能夠防止因

不實貢獻而導致的不當掛名現象。 

(二) 草擬論文初稿，或對論文進行實質性的重要修正 

作者應參與草擬論文初稿，或對論文進行實質性的修改，以提高其學術價

值。同時也強調作者在論文撰寫過程中的積極參與，不僅是提供初步的草稿，還

包括對論文內容進行重要的修正，進而提升論文的質量和學術水平。也確保了論

文內容的全面精確性，有助增強學術發表的價值。 

(三) 修改並定稿最終發表的論文 

包括進行全面性的修訂論文，以確保所有內容經過詳細審核直至最終發表。

此目的是確保論文在發表之前經過徹底的審查和確認，所有的數據和內容都是準

確無誤的，從而避免在學術發表後出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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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整體論文負責，確保已適當查驗並解決論文中任何部分的精確性或完整性

問題 

作者必須對整篇論文負責，這原則強調了作者在論文的整體責任性，也同時

要求每位作者都應承擔起確保數據準確性和內容完整性的責任，並對可能存在的

任何問題進行處理。這有助於維護學術研究的誠信，提升學術界對研究成果的信

任。 

總而言之，ICMJE 所制定的作者資格規範下，提供了一個全面且明確的框

架，用以指導學術界在論文作者的認定和責任劃分，並進行了實踐，也確保學術

研究過程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通過明確的標準來確保每位作者的實質貢獻並得

到適當的認可。有助於提升學術界對研究成果的信任和尊重，也促進了對研究工

作的公正評價，也防止不當掛名和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在當前多變的學術環境

中，嚴格遵守這些規範對於維護學術誠信和提升研究質量至關重要，也為學術界

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來應對挑戰並推動知識的進步，亦是對學術界整體誠信的

保證。 

三、學術掛名中的倫理與道德：誠信、透明與公平 

亞里斯多德指出，德行是表現在習慣或平常行為中的一種品格特性。這裡所

說的「習慣」（habitual）具有重要意涵，例如：誠實並不僅僅是偶爾講實話或在

有利情況下才講誠實話。真正的誠實者會始終如一地說實話，因為他的行為源自

「穩固而不變的品格」（林逢祺編譯，2023）。 

而當前學術界對於學術掛名的認定已經達成了相當清晰的共識，而這些共識

深植於倫理與道德的核心原則之中。從學術倫理的角度看，學術掛名不僅僅涉及

對研究貢獻的認定，更關係到對研究誠信和公平性的維護。以下是從倫理與道德

觀點詳細探討學術掛名的幾個關鍵原則： 

(一) 誠信 

學術誠信是學術研究的基石，研究者應該誠實地報告自己的貢獻；不當掛名

破壞了學術誠信，損害了學術界的公信力，對整個學術環境產生負面影響。 

(二) 透明 

是確保掛名公平的基礎，學術掛名應該是透明的，研究者和機構應制定明確

的掛名標準和規則，公開掛名過程，確保每位研究者的貢獻都能得到正確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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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平 

是學術掛名的重要原則，按照實際貢獻分配掛名，是對研究者的認可。不公

平的掛名分配會導致研究者之間的矛盾和不滿，進而影響合作關係和研究質量。 

這些標準旨在確保論文作者對研究工作的實質貢獻和最終成果負責，並維護

學術工作的誠信與質量。 

四、德行倫理學視角下的學術掛名：誠實、責任感與尊重的實踐 

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是一種強調個人品德和道德品質的倫理學理論，

認為道德行為源於個人的德行和品德（黃藿，2003），而不僅僅是遵循某些規則

或準則。在這種觀點下，學術掛名不僅僅是一個形式問題，它關乎學術誠信、公

平和透明。因此，筆者從德行倫理的角度來看，誠實、責任感和尊重是學術掛名

中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圖 2）。這些品格有助於他們在面對倫理困境時做出正

確的選擇。通過專門設計的教育和培訓計劃，可以幫助研究者理解和內化這些價

值觀，從而提升他們在科學研究過程中的道德素養。 

(一) 誠實 

誠實是學術研究的基石，在學術掛名中，誠實的研究者會拒絕不當掛名，堅

持真實反映自己的貢獻度。不當掛名，需將應列為作者的人排除在外。要求每位

作者都應該有實質性的貢獻，而不是僅僅因為職位或人際關係而被列為作者。這

種做法不僅破壞了學術誠信，還損害了學術界的公信力。 

(二) 責任感 

責任感的研究者會對掛名標準保持嚴謹態度，確保每位研究者的貢獻都能得

到正確認可。責任感亦包括對自己的研究結果負責，避免任何學術不端行為，例

如：學術的數據造假、剽竊等。 

(三) 尊重 

尊重與合作者的貢獻，是德行倫理的重要呈現，尊重他人是學術合作的基

礎，公平地分配作者次序，根據每位參與研究者的實際貢獻來確定學術掛名的位

置。這不僅能激勵研究者更積極地投入工作，還能促進團隊內部的和諧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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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德行倫理學視角下之學術掛名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五、提升學術道德素養 

德行倫理學著重於個人的品格與道德德行，根據這一觀點可協助在面對倫理

困境時做出正確的選擇，進而提高其在科研過程中的道德素養。也是確保學術研

究質量和維護學術界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學術機構應當積極推行倫理教育學，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研究者的道德素

養。讓研究者理解學術掛名的倫理和道德意義，自覺遵守相關規範。學術機構應

設立專門的倫理課程，可以多種多樣，包括基本倫理學工作坊、線上視訊課程、

倫理學案例分析等規範的制定，並定期舉辦相關的研討會和工作坊，幫助研究者

理解並遵守學術倫理。強調真實情境中的倫理挑戰，並定期舉辦的倫理講座和討

論會，分享成功的倫理實踐和經驗，也有助於提升研究者的倫理意識。 

這種倫理教育應包括實際案例的分析和討論，使研究者能夠理解不當行為的

後果以及誠實、透明和公平的重要性，並通過強化學術倫理教育，研究者能夠在

面臨壓力和利誘時仍可以堅守道德底線，維護學術的純潔性和公正性。而在 1947

年建立的《紐倫堡守則》中，有一條重要的規範「The experiment should be such as 

to yield fruitful results for the good of society, unprocurable by other methods or 

means of study, and not random and unnecessary in nature.」指出，試驗的目標必須

對社會福祉做出貢獻，且該目標不可透過其他手段達成。此外，試驗必須經過嚴

格審慎的設計，不得隨意進行（Grodin & Anna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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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視新聞網（2011）指出，2006 年韓國首爾大學的著名幹細胞研究學

者黃禹錫教授，曾因其在幹細胞研究領域的突破性成就而備受矚目。他的團隊聲

稱成功複製了人類胚胎幹細胞，並利用病患的 DNA 製造了全球首批醫療用途的

胚胎複製幹細胞而聲名大噪，一度成為幹細胞研究領域的全球領軍人物。此外，

也是成功製造出全球第一隻複製狗的科學家，被視為醫學科學的一項重大突破且

受到全球矚目，期間也聲稱自己是首位成功利用卵子培育出人類幹細胞的科學

家。 

然而這些聲譽卓越的成就背後卻隱藏著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相，竟然被研究指

控造假！這事件在學術研究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因為大部分研究中的胚胎幹細胞

根本不存在。但是黃禹錫本人否認造假，只承認報告中的照片有瑕疵，直到研究

論文共同作者揭發此事，也震撼了南韓學界，因在多篇重要論文中捏造和篡改實

驗數據，最終被揭發。這一事件對他的職業生涯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也損害了

其所在研究機構的聲譽（公視新聞網，2011）。 

這一個案例凸顯了數據誠實和透明度在科學研究中重要性，並提醒研究者在

數據處理和報告中必須保持嚴謹和誠實，因為科學研究的真實性、可靠性都是仰

賴於研究者的誠信，而這一事件的教訓應引起所有研究者的深思；然而在這樣的

環境下，應如何提升研究者的學術道德素養呢？筆者進一步為讀者剖析，在這樣

的環境下，唯有通過持續的道德教育和實踐，才能有效提升研究者的學術道德素

養，確保學術界的誠信與進步。 

綜上所述，現今社會的急功近利心態，學者快速發表論文的壓力，使得學術

不當掛名問題日益嚴重，學術掛名原則應基於實際貢獻，以確保對所有研究者的

公平認可。然而急功近利的心態可能會導致掛名不公，進而影響研究質量及合作

關係。以下是以臺灣學者陳震遠教授事件為例，探討學術論文掛名原則的重要

性，以及不公平掛名對研究合作和質量的潛在影響。 

2014 年，臺灣學者陳震遠教授為了增加論文發表數量，透過巧妙地利用期

刊的線上審查系統，大量註冊虛假帳號，進而虛構出一批虛擬的學者和審稿委

員，使得能在英國國際學術期刊《震動與控制》（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 

JVC）進行「同儕審查」，藉以提高論文發表的數量（傅千芬，2014）。 

該期刊在聲學、機械工程和力學領域等三大領域中是極具分量的國際期刊，

享有極高的聲譽，是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技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排

名前 20%的期刊之一。其審查機制就是要求發表學術論文的學者提供同領域的學

者名單，並由同儕進行審查，但陳震遠的行為違反了學術誠信原則，最終導致英

國 SAGE 出版公司經過調查之後，決定撤銷了陳震遠在《震動與控制期刊》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5%8B%95%E8%88%87%E6%8E%A7%E5%88%B6%E6%9C%9F%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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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 60 篇論文，其中包括 5 篇由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偉寧所發表，陳震遠掛名為

共同作者。蔣偉寧後來召開記者會澄清，表示掛名問題是由其指導學生處理，他

本人並不知情，而最後導致臺灣教育部長蔣偉寧因捲入國際論文爭議而宣布辭職

（嚴思祺，2014）。 

筆者認為在當前學術界，論文發表數量經常被視為研究者學術成就的主要衡

量標準。然而，這種「論文掛帥」的制度已經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學術掛名應依

照實際貢獻進行分配，其中不公平的掛名分配尤為突出，這不僅是對研究者努力

的公平認可，也有助於維護學術界的誠信與公正。 

不公平的掛名分配可能會引發研究者之間的矛盾和不滿，進而損害合作關係

和研究質量。因此，在發表論文時，研究者應嚴格遵循掛名原則，以確保每位研

究者的貢獻得到合理的認可。筆者認為，建立良好的學術風氣，通過公正的掛名

分配，可以有效避免因不公平掛名引發的矛盾，而提升學術研究的整體質量，學

者們應以誠信為本，維護學術界的良好風氣。可經由以下原則成為基石： 

(一) 應培養德行、樹立榜樣 

需要學術領袖和研究人員應以身作則，成為道德行為的榜樣，鼓勵並引導年

輕研究者走上誠信、負責的研究道路。榜樣的力量可以在學術團體內部形成良好

的道德風氣，讓道德行為成為一種共識和常態。 

(二) 學術機構應建立透明的掛名標準和規則 

公開掛名過程，確保每位研究者的貢獻都能得到正確認可，這不僅能激勵研

究者更積極地投入工作，亦能促進團隊內部的和諧和合作。 

總之推廣德行倫理學並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研究者的道德素養，是建立學術

誠信的基石。這不僅僅是對研究者個人素質的提升，更是對整個學術健康發展的

保障。通過持續的教育培訓，也能夠確保研究者在面對倫理挑戰時，能夠以誠實

的品格和堅守的原則，為學術界帶來更多的貢獻。 

六、結論 

學術掛名問題的解決需要從制度、教育和倫理三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建立

健全的學術掛名規範是至關重要的，而學術機構應該制定明確且具體的掛名標

準，並將其落實至日常研究中，確保每位研究者的貢獻都能得到公平的認可。這

些規範不僅需要經過廣泛的討論和評估，並依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只有通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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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執行嚴格的標準，才能夠防止掛名不公和貢獻被忽視的情況，從而提升學術

工作的整體質量和信任度。 

此外，學術倫理教育應從研究者的教育階段開始，系統地培養其道德素養和

倫理觀念，這有助於研究者面對複雜的道德決策時做出正確的選擇。這種教育不

僅提升了研究者對學術倫理的理解，還能促進了公平、公正的學術環境。學術倫

理教育和培訓應該成為研究者職業生涯中的持續過程。隨著研究環境和技術的發

展，研究者需要不斷更新其道德知識和能力。學術機構應建立完善的倫理教育體

系，並提供相關資源和支持，以確保每位研究者都能夠理解道德教育和指導，並

遵守學術道德標準，進而提高學術工作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唯有通過完善的學術制度、持續的教育培訓和堅持倫理標準，才能夠有效解

決學術掛名問題，及維護學術的公信力，並推動學術界朝著更高的道德標準邁

進。這些努力不僅是對研究者的尊重，更是對整個學術環境的負責，最終實現學

術界的健康發展和知識的持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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