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2日下午，我校召开了《西昌学院学报》

编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抵制

学术不端行为，保护期刊版权”。学校党委书记张

克蒂，党委副书记、院长夏明忠，党委副书记吴昊，

副院长景志明、陈小虎、胡金朝，正院级调研员杨正

勇、副厅级调研员罗明星，《西昌学院学报》全体编

委、部分审稿专家、各二级学院院长和党总支书记

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报编辑

部主任周锦鹤同志主持。

在会上，张书记指出，编委会扩大会议的召开

意义非常重大，《西昌学院学报》公开发行以来取了

长足的进步，学术水平和质量得到了较大提高，这

与编辑部全体同志和全体编委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同时张书记要求到：第一要将学报建设成宣传

学校的窗口，通过提升学报质量来扩大学校的知名

度；第二要将学报办成推动科研水平的平台以提高

我校教学质量和水平；第三要杜绝学术界的不正之

风，净化学术环境，抵制学术腐败，将学报的质量进

一步提高；第四要将学报建设成马克思主义的阵

地，讲纪律、讲原则地按照相关政策和文件精神严

格把关学报质量，使之成为民族地区的知名期刊。

夏院长指出在相关文件的督促下和相关软件

的监督下，我校学术道德的建设卓有成效，师生的

论文质量也有所提高。同时他也提到我校的学术

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并指出我校学术建设的重点

在于教育，应该从以下两点抓起：一是加大宣传教

育，多在年轻教师和学生中开展专题讲座，在团委

学生会的积极配合下加大在学生中的宣传力度，二

是建立长效机制，从师生科研论文质量上把关。最

后夏院长要求：学报工作一定要办出特色，多刊发

地方性较强的、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

文章，要呈现学报的针对性、地方性和特色性，并且

在保证质量和特色的基础上适当刊登学生的优秀

论文。

景副院长传达了11月1日-5日在四川大学召

开的由四川省版权局、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

南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单位

共同主办的“学术期刊数字化与版权保护”论坛会

议精神，宣读了本次论坛发布的《保护期刊版权抵

制学术不端行为联合宣言》（参见封三），他强调广

大师生要尊重作者和期刊编辑部的合法权益，坚决

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景副院长简要分析了学术造

假因素并就此对学校学术建设提出了几点防范措

施：一是提高认识，遏制腐败，相关部门要严审论文

评奖申报；二是要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学习法律知

识，进一步完善制度；三是有关学术部门要明确自

身职责，切实抓好工作。

会上，周主任汇报了学报近期工作，重点介绍

了《西昌学院学报》一年来使用社科及自科期刊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软件的情况。指出了论文存

在重复发表、一稿多投、自我抄袭、搬来主义、随意

摘抄、东抄西凑等问题。她在会上还重申了《西昌

学院学报》审稿制度，要求审稿坚持公正、客观的原

则，以稿件质量为唯一标准，从源头上保证论文的

质量。

本次会议对于净化我院学术创作、提高科研水

平、提升职业道德、推进学报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

促进作用。

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保护期刊版权
——我校召开《西昌学院学报》编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2010年11月1日，“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与版权保护论坛”在中国·成都召开，国内部分高

校、省属社科院负责人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相关人员出席了论坛。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学

术期刊及数字化传播与版权保护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如下共识：

一、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期刊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

保护期刊版权对于繁荣学术，净化和营造公平、合谐的学术环境，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具有重要

的意义，学术期刊编辑部对此应高度重视。

二、与会者强烈谴责各种侵犯期刊版权的个人行为和团体行为。各学术期刊编辑部应采

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那些侵犯学术期刊和作者权益的行为，以及违背学术道德、无视学术规范

的学术失范行为。自觉维护正常的学术环境，倡导优良的学术风气，促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发

展。

三、学术期刊编辑部应该在正确掌握《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确定编辑部

与作者，编辑部与网络期刊之间的关系，保护作者与期刊编辑部的合法权益；以合同等方式获

得作者对版权的授权；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各相关学会、协会的联合协作下，建立期刊

版权保护联盟或相应的平台。

四、呼吁网络期刊和数据库尊重作者和期刊编辑部的合法权益，在取得期刊版权的同时，

合理地解决与版权相关的问题，建立起一种合法的商业模式和合理的互惠互利机制。

五、推广使用学术文献不端检测系统，依照著作权法等法规处理问题，特别是对抄袭与一

稿重复发表等行为零容忍，遵守学术期刊出版中的版权约定和数字化传播的版权约定；共同把

版权保护及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作为本机构业务运营的重要任务，增加相关人力和技术投入，加

大版权保护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宣传力度，推动全社会形成版权保护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的良好道德舆论氛围。

六、自觉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对学术期刊及数字化版权保护的监管，积极支持有关机构开展

的打击侵权盗版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各项行动及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签署机构（按笔划为序）：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 毛泽东思想研究

天府新论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乐山师院学报 四川经政学院学报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民族学刊 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西昌学院学报 西南大学学报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成都大学《教育与教学研究》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社会科学研究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财经科学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经济学家 音乐探索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攀枝花学院学报

保护期刊版权抵制学术不端行为联合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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