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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十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十期將於 2024 年 10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 年 8 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學術研究是人類的重要活動，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卓著，它推動著社會進步，提升著

生活品質，也不斷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而學術研究有其應遵循的倫理原則，即所謂「學

術倫理」（Academic integrity）。主要的學術倫理包括：誠實與公正、尊重知識產權、保

護研究對象的權益、公開研究結果、迴避可能影響研究誠信的利益衝突等。 

2011 年 12 月我國頒布《人體研究法》，強調對研究對象權益的保障。而科技部於

2017 年 3 月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教育部於 2017 年 5 月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可見政府期待藉這些法規與作為，提升學術界與大學師生對學術

倫理的正確認識，並遵循相關程序執行研究，避免出現不當研究行為。然而，這些年來

臺灣出現違反學術倫理的新聞報導不絕如縷，其中有些事件又與政治活動有關，這也使

得學術倫理成為臺灣一般民眾都略有耳聞的詞彙。這些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主要有：

抄襲與剽竊、代筆舞弊（contract cheating）、重複發表、一稿多投、不當掛名、資料蒐

集程序不當、捏造或竄改研究資料等。而違反學術倫理的新聞報導，不僅明顯影響民眾

心目中學界/學者/研究生/研究者的形象（乃至可能有被汙名化的危險），也反映出臺灣

學術倫理的問題相當複雜且嚴重，臺灣學術界現正面臨學術倫理問題的嚴峻挑戰。故本

刊以「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為評論主題，進行徵稿。 

本刊「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可討論的問題甚多，例如：學術機構可採取哪些策

略來預防抄襲/剽竊/代寫？如何提高大學師生/研究人員對抄襲的風險感知？如何更精確

地運用抄襲檢測軟體？如何超越原創性比對系統，以人腦檢測概念上的抄襲？如何不受

研究資金來源的影響，而能提出公正的研究結果？如何更有效進行學術倫理的教育和推

廣？ 

而今還有更前瞻的學術倫理問題值得探究。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學術研究越來越多

語言交錯，這便帶來了新挑戰，例如：如何合理定義跨語言抄襲？如何檢測跨語言抄襲？

再者，隨著 AI 技術的發展，AI 已可生成學術論文，這也帶來新問題，例如：如何確定

某篇論文係由 AI 生成？如何處理由 AI 生成的論文？這類問題正在發生，且可能日趨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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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亟待探究因應之道。 

    當然本期投稿者也可從具體案例入手，探究其中學術倫理。如：造假、抄襲、

研究資料蒐集與處理不當、人體實驗、動物實驗、資料管理、著作權歸屬、作者排序、

同儕壓力、導師及導生關係、利益衝突、論文審查、研究不當行為的舉發與調查等，凡

此這些面向，都是本期「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可撰稿的方向。 

第十三卷第十期 輪值主編 

張芬芬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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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