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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ONE 学术诚信的必要性



 学术诚信是学术创新的基石，学术不端行为是对学术诚信的

严重背离和对学风的重大伤害。

（一）学术诚信的必要性一

 长期以来，教育部和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学风建设，积极

推进学术诚信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以“零容忍”

的态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1.机构设置

1989年：科学通诚信办公室(OSI)、科学诚信审查办公室(OSIR)

1992年：合并成立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

《1976年总监察长法案》：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总监察长办公室(OIG)

（二）国外对学术不端的治理一

 2.制度法规

1985年，美国国会制定通过了《公共卫生拓展法案》；

2000年，正式发布实施《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

美  国



 1.机构设置

由德意志研究联合会成立了职业自律国家委员会；

学术研究组织——马克思普朗克学会（MPS）。

（二）国外对学术不端的治理一

 2.制度法规

《关于保障良好科学实践的建议》

德  国



02    PART TWO 学术不端典型案例



 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刊登了一则

《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公告称，“本

刊近期接到读者举报，称于艳茹的论文《1775年

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涉嫌抄袭。”

 该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作者

署名于艳茹，发表论文时为北京某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生。其抄袭的是一篇作者为Gelbart的国外论

文，编辑部仔细对比两篇论文后发现，于艳茹在

其论文中大段翻译Gelbart的论文，甚至直接采用

Gelbart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中国青年报）

典型案例一二



 李连生，原西部某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长江学者”称号。2007年底，该

校陈永江等6位教授向学校实名举报，李连生、束鹏程在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夸大研究成果，把他人已解决的问题说成自己

的发明；虚报科研成果转化后的“经济效益”，其“涡旋式空调压缩机”转化后造

成企业亏损3631.5万元。（新华社、人民网）

 6位教授还认为，李连生的专著《涡旋压缩机》一书，涉嫌剽窃日本学者森下悦生41

组公式、15幅图表。（华商网-华商报）

典型案例二二



 黄禹锡，曾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2004年2

月在Science发表论文，称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

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再次在

Science发表用患者体细胞克隆成胚胎干细胞；

2005年6月被评为韩国“最高科学家”。

  2005年11月21日，韩国首尔米兹梅迪医院的生

殖学专家卢圣一揭发黄禹锡研究组培育成的11个

胚胎干细胞系中有9个是伪造的，即干细胞与提供

体细胞的患者基因不吻合。研究员按照黄教授的

指示,将2张干细胞照片复制成11张。（人民网、

凤凰网、韩联社）

典型案例三二



 舍恩(Jan Hendrik Schon)，1997年在德国康斯坦斯

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98年正式加盟贝尔实验

室后，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在《科学》、《自然》和

《应用物理通讯》等全球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十几篇论

文，并且涉及的都是超导、分子电路和分子晶体等前沿

领域，其中一些研究还被认为是突破性的。

 但其他科学家随后进行的研究，却无法重复舍恩的实验

结果。尤其令科学界怀疑的是，舍恩的很多论文虽然描

述了一系列不同设备的实验，但部分数据看上去却一模

一样，有一个“噪音”图形甚至完全相同，而这种数据

本应是随机的。（科学网、新京报）

典型案例四二



03    PART THREE 学术规范指南介绍



2010年6月出版



基本概念

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

（一）

（二）

（三）

（四）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

目 录

（五）

（六）

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与个人因素分析

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



 1.学术共同体/科学共同体

  （academic community/scientific community） 

      学术共同体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

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学术发展

的群体。

     学术共同体通常以学科、领域划分，如××科协、××学会

等。

（一）基本概念三



 2.学术规范（academic norm ） 

     学术规范是从事学术活动的行为规范，是学术共同体成

员必须遵循的准则。 

     学术规范并非指其制度及操作“行政化”，而是在学术

共同体内部所建构的一种自觉的制约机制。学术只有走向规

范化，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一）基本概念三



 3.学风（ academic atmosphere ） 

     学风是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在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

种社会风气。  

     学风不仅关系到学术自身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而且关

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一）基本概念三



 4.学术成果（ academic achievement） 

      是指人们通过研究活动所取得的，并通过同行专家审评

或鉴定，或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确认具有一定的学术

意义或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结果。   

      按照国家科技部《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的规定》，

学术成果必须同时具备新颖性、先进性和实用价值（或学术

意义）三个特点。 

（一）基本概念三



 5.学术评价（ academic evaluation ） 

      学术评价是对学术成果的科学性、有效性、可靠性及其

价值的客观评定。在评价过程中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和采用

科学的标准，以保证学术评价的公正性。

      同行评议是常见的评价体制，是由某一或若干领域专家

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用同一种评价标准，共同对涉及相关领

域的项目、论文、著作、发明专利等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

的学术活动。

（一）基本概念三



 6.学术不端（ academic misconduct  ） 

      学术不端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造假、

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学术共同体道德惯例的行为 。

（一）基本概念三



 1.基本准则

 （1）遵纪守法，弘扬科学精神 

 （2）严谨治学，反对浮躁作风

 （3）公开、公正，开展公平竞争

 （4）互相尊重，发扬学术民主

 （5）以身作则，恪守学术规范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2.查新和项目申请规范

（1）查新

       一般分立项查新和成果查新；根据查新要求到有查新资

格的单位查新。

（2）项目申请

       立项申请应真实、有据、创新和实事求是并根据项目申

请书要求逐项填写。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问题与讨论

       在课题立项或是成果鉴定时都要求有“查新”，并以查新结果作

为该课题或成果是否具有新颖性或创新性的重要依据。现在的问题是：
（1）查新或检索的期刊、图书资料有一定的时限性，如20年。那么在20年以前就

已经研究过的甚至已经解决的问题，就检索不到，还当成新的课题来立项研究或被鉴

定成新的成果。

（2）查新的结论与所提供的检索词或检索式有很大关系，如加上一个地区或物种的

限定，很可能使一项并不新颖的研究，被鉴定为创新性成果。你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

看法？应当怎样解决？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3.项目实施规范

（1）遵守项目资助单位的有关规定

（2）实施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

（3）科研协作与学术民主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4.引文和注释规范

（1）引文

（2）注释

            （见“相关规定”）

 5.参考文献规范

（1）原则

（2）格式

            （见“相关规定”）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6.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后续工作规范

 （1）发表

      不得代写论文或成果造假

      不得一稿多投

      成果署名：协商

      申请专利

      致谢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问题与讨论：

      现在由于合作完成的项目越来越多，一篇论文署名的人和单位多

达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都有。还出现有几个并列第一作者和并列通讯

作者，通讯作者单位的情况，出版部门或期刊编辑部门对此似无一定

规定。有的期刊是以所有作者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但这样又看不出

谁是成果完成的主要贡献者。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2）后续工作

     纠正错误

     反对炒作

     有利后续研究工作

     保密原则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7.学术评价规范

   （1）同行评议

   （2）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3）执行回避和保密制度

 8.学术批评规范

   （1）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2）鼓励争鸣，促进繁荣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问题与讨论：

（1）同行评议应当客观公正，这是对每一位参加评议专家的要求。有的专家对某个

申报人或某个申报单位有成见，或是申报项目的内容也正是他自己想研究的，这时他

故意打低分，表示不同意，这种情况怎样避免？ 

2）有的同行专家在评审别人的申请项目时，把申请书中有关的学术思想和技术路线，

未经对方同意就用到自己的研究项目中，或是稍加改动作为自己新项目的申请。这是

受到了不同观点的“启发”，还是“剽窃”？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问题与讨论：

（3）某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但在该领域中反响甚小。为了要引起同行学

者对其重视，他不指名地提出了另一个明显错误的观点，并加以一一批评。结果在年

轻同行和研究生中都误认为该领域有两个明显对立的学术观点，以及在该观点指导下

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当然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错误的。“两种”观点还

都写进了教科书。这种行为又算是什么呢？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9.人及试验动物研究对象规范

 （1）以人为实验对象 

      知情

      自愿

      无害

 （2）以动物为实验对象

      科技部：《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问题与讨论

     在以人为试验对象时，“知情同意”似乎有其专业特色，如医学

中对某种药物疗效的研究，往往采用“双盲法”。被试验的病人不知

道自己是在吃治病的真药，还是假药（安慰剂）。这种做法是否符合

人道主义？如这种做法是允许的，那么吃假药的那组病人，耽误了对

病的治疗，应该由谁负责呢？

（二）科技工作者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



 1.引用（quotation）

 （1）概念

根据《著作权法》有关“引用”的规定 ：

     引用的作品是已经发表的

     引用的比例适当

     引用需注明出处

     但对于公识( common knowledge) ，在引用时不需要

注明出处。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2）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

      直接引用：指所引用的部分一字不改地照录或者原话，

引文前后加引号。

      间接引用：指作者综合转述别人文章某一部分的意思，

用自己的表达去阐述他人的观点、意见和理论。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3）适当引用与抄袭的区别 

      适当引用的四个条件 ：

      引用的目的仅限于说明某个问题；

      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 

      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 

      应当指明被引用作品的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版单位。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2.注释（annotation ）

（1）概念

     “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

充说明”。 

（2）形式 

夹注：在文中注释，注文加括号

脚注（页下注）:如注①、注②等和文中序号一一对应的标示 

尾注：一般用于较长的注释，排在文末参考文献之前。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3.参考文献（reference）

 （1）概念

“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著时参考的文献书目”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有关图书资料”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41－2005） ]

“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

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 ,1993]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2）要求 

参考文献的选择有必要性、重要性和时效性 

不引用与本人论著无关的文献 

不隐匿重要的参考文献 

不因作者或编辑部原因，故意引用本人或某个刊物的文献 

格式按《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编排，放在论文末尾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4.综述（review ）

 （1）概念

汉语：“综合叙述的文章”

英文：有“回顾、评述”之意

    “综”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

精练简明、具有逻辑层次；

    “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

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2）特点 

综合性：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

评述性：用作者自己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先进性：把最新的科学信息和研究动向传递给读者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3）要求 

• 检索和阅读文献 

• 引用文献要有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 要有作者自己的综合和归纳，不是将文献罗列 

• 遵守“适当引用”的规范，防止抄袭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4）界定综述中的抄袭行为

• 引用文献必须是自己通篇阅读的原始文献

• 不能引用别人的综述作为自己的综述

• 综述中全部引用的内容不应超过50%（从“量”上界定） 

• 综述中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同一观点中的论点和论据不能

和所引用的文献雷同（从“质”上界定）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问题与讨论
（1）一位研究生在他的学位论文中，试验与结果分析、讨论、结论等都是自己完成

的，而且很有新意。论文通过答辩，并被推荐为优秀学位论文。但在评选中发现该论

文的第一部分文献综述却是大量引用另一位已毕业研究生的文献综述，其引用量已超

过50%。你认为是否可评为优秀论文？

（2）有的作者在写“综述”文章时，尽管也阅读和引用了一部分原始文献，但更多

的内容来自别人对同类学科的“综述”，结果文章成了“综述的综述”，但作者的综

述能力很强，通过编辑部的审稿也发表了，你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5.编（compile）和著（compose） 

 （1）概念

编—系统整理已知的资料或前人、他人的成果。 如编辞典、

教科书、年鉴等。 

著—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有开创、创新的性质。 著书立说

就是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工作。

编著—是编与著相结合。在编纂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

的见解或加入一部分自己的工作。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2）性质 

     著、编著、编都是著作权法确认的创作行为 

     著的独创性最高，产生的是原始作品；

     编的独创性最低，产生的是演绎作品；

     编著则处于二者之间。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3）引用规定 

• 编书时，引用可以不在正文中标注出处，但应该在图书最

后列出所有的参考文献，也可在每章末列出该章的参考文

献。

• 未经原作者和双方出版社许可，不能把他人作品作为所编

书的某个篇章，否则即使注明出处，也属侵权 。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 一个编者同时或先后参加不同书籍的编写，如所编内容大

量重复，甚至完全相同，这是不合乎学术规范的，类似于

“一稿多投”或“自我抄袭”。

    （但双方出版社同意者除外）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 著或编著作者引用他人作品时，引文部分需在正文中标明，

可采用“顺序编码制”或 “作者－出版年制”，并在全

书末或各章末列出参考文献 。

• 专著中的引文要注意“量”和“质”的问题。在引用的

“量”上，不能大段地引用其他著作的文字；在“质”上，

不能直接引用和自己作品相同的实质性的内容。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问题与讨论

（1）在高校，教师编书是经常的事，也是教学任务的一个方面。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在编书时，有的编者整章搬用他人作品，即使是对某些

用词或句子略有改动，是否也属不规范行为？

（2）有一本已出版使用两三年的教学用书，主编更换了约三分之一的

参编人员，重新编写，换了一个书名又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除新参

加编写的人员外，其余原有参编人员多数对其编写的各章，都原封不

动或稍作修改后，照搬到“新书”中来。试对这种编书行为做出评论。 

（三）学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三



 1.抄袭和剽窃（plagiarism）  

 抄袭：行为人将他人作品全部或部分地原封不动或稍作改

动后作为自己的作品发表。

 剽窃：行为人通过删节、补充等隐蔽手段将他人作品改头

换面，而没有改变原有作品的实质性内容；或窃取他人的

创作（学术）思想或未发表成果作为自己的作品发表。 

（四）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三



 “抄袭”与“剽窃”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法律上被并列规

定为同一性质的侵权行为，但二者在侵权方式和程度上还

是有所差别的，抄袭是公开的照搬照抄，而剽窃却是偷偷

的、暗地里的。

（四）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三



 2.伪造（fabrication）和篡改（falsification）

 伪造：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作假。如伪造试验数据、试验

结果、专利、履历、论文等。

 篡改：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主观取舍或修改数据、图表、

试验结果，使其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四）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三



 3.一稿多投（multiple contributions）与重复发表 

(repetitive publication)

 凡属原始研究的报告，不论是同语种或不同语种，分别投

寄不同期刊，或主要数据和图表相同、只是文字表达有些

不同的两篇（或多篇）文稿投寄不同期刊均属一稿两（多）

投；

 一经两个（或多个）刊物刊用，则为重复发表。

（四）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三



 问题与讨论：

“一稿两投”或“多投”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是明知故犯的，有的

是对有关规范的不知情。下面的两个例子你认为是否有学术失范的现

象？
（1）有一位著名学者经常遇到一些刊物的约稿，在盛情难却之下，他把以前发表过

的几篇文章重新组合成一篇，用新的标题交给某刊物的编辑部，很快得到发表。

（2）某教授的一篇论文已在期刊A上发表，因内容新颖，期刊B要求再次发表。该教

授同意，但要求期刊B在发表时注明转载自期刊A，期刊B也做到了。

（四）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三



 社会因素分析：

 社会风气:           浮躁心态      功利倾向

 科研管理制度： 量化考核         资源和荣誉分配

 学术评价体系： 不科学的评价制度    功利性导向：

 学术竞争机制： 数字指标          科研水平评价

（五）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与个人因素分析三



 社会因素分析：

 社会经济因素：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利益冲突   个人经济利益   

 学术规范制度：制度不完善    准则和规范操作性低

 学术监督和惩处机制：惩戒措施不严   部门保护主义

 教育和引导不足：教育、宣传、普及   德才兼备

（五）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与个人因素分析三



 个人因素分析：

 科研诚信意识淡薄：科学道德的学习  诚信素质的培养 

 激烈竞争中的压力：项目经费  科研奖励  职称职位  生存压力

 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科研活动      谋取名利的工具

 科研能力不足：设计  方法  能力       科研任务

 焦虑心理：回避  退缩  放弃努力

 侥幸心理：付出成本低       预期收益高

（五）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与个人因素分析三

 



 问题与讨论：

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因素中主要因素？

学术不端行为个人因素中主要因素？

解决办法？

（五）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与个人因素分析三



 1.抄袭和剽窃：

论文剽窃

申请材料剽窃

国防部长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抄袭

• 界定：指已经发表的抄袭物

    某高校博士因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

• 处理：《国际新闻界》刊登《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后，涉

及高校成立了工作组和专家组开展调查。2015年1月10日，该校发

布通报称，该校世界历史专业博士于艳茹发表的论文存在严重抄袭

行为，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 依据：2007年1月通过的《※※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

• 明确规定：研究生不得发生有违学术规范的行为，包括以不正当手

段将他人作品或工作的全部或部分据为己有，引用他人著述而不加

以注明等抄袭、剽窃行为。

    根据这一《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

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

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五



剽窃：

• 界定：改头换面的“抄袭”或未经同意把他人的学术思想据为己有。

    李连生学术造假剽窃事件

• 处理：2009年5月，其所在高校对这起事件成立调查小组。2010年，

3月20日，焦点访谈联合举报李连生造假事件。2010年3月21日，

该校党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鉴于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

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2011年2月10日，其科研项

目所获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也被撤销。

• 依据：《※※※※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五



 2.伪造和篡改：

科研成果造假                              履历造假

报奖成果造假                              论文数据造假

诺奖得主论文涉嫌造假                胚胎干细胞科研成果造假

实验结果造假                             捏造实验结果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造假 / 伪造

• 界定：无中生有，弄虚作假。

    黄禹锡科研成果造假事件

• 调查经过：韩国首尔大学成立专门委员会展开调查，并于2006年1

月10日公布“黄禹锡造假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证实黄禹锡及其科

研小组除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其余科研成果均系造假。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五



• 处理：首尔大学按纪律委员会建议，解除了其教授职务，韩国政府

也取消了授予他的“最高科学家”称号。

• 后续：

    韩国检察部门在2006年5月对黄禹锡提起诉讼，并于2009年8月份

对黄禹锡提出诈骗、侵吞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人体卵子违反《生命伦

理法》等指控，要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010年12月16日对“学术造假”科学家黄禹锡

涉嫌侵吞研究经费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黄禹锡因侵吞部分研究经费

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两年执行。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五



 篡改

• 界定：对试验数据或结果做主观的修改或取舍，往往和伪造同时发

生。

    舍恩伪造篡改实验数据

• 调查经过：由于遭到一些同行的质疑，贝尔实验室为此于2002年５

月邀请由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学教授比斯利领导的５人调查委员会

对此事进行调查。专家们经过调查，于９月25日公布了一份长达

125页的调查报告。调查结论认为，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舍

恩至少在16篇论文中捏造或篡改了实验数据。

案例分析五



• 后续：贝尔实验室解雇了舍恩，其论文也被各大期刊撤销，从此从

学术界销声匿迹，其博士学位也被康斯坦斯大学在2004年吊销（德

国规定，因为非学术的不名誉行为，学位也可能会被吊销）。

• 康斯坦斯大学物理系羞愤地宣称“这是过去50年里物理学界最大的       

丑闻”。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五



 3.重复发表/一稿多投：

界定：同一作者或同一研究群体不同作者,在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不知情

的情况下,试图或已经在两种或多种期刊同时或相继发表内容相同或相

近的论文, 也称重复发表(repetitive publication),多余发表(redundant 

publication)或自我剽窃(self-plagiarism).

认识误区：自己的成果，不算剽窃和抄袭

操作误区：审稿时间过长，没有及时撤稿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上海某大学法学院教授谢佑平“一稿多投”事件

 调查过程：接到举报后，该高校学术规范委员会和该校法学院学术

委员会认真调查走访，认定谢佑平 “多次重复发表”事实清楚，违

背科研成果发表的基本学术规范。

 处理：撤销所有因“多次重复发表”而获得的荣誉、奖励和待遇；

向相关杂志社致函道歉，提出撤稿要求；公开通报，行政处分。

（※※大学关于举报法学院教授谢佑平涉嫌“一稿多投”的调查报

告.学术规范字[2012] 12号）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4.违反科研伦理：

界定：严重违反了一个或多个基本伦理原则并导致恶劣的影响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撤回“黄金大米”论文

经过：2008年，来自美国塔夫茨大学的汤光文在中国湖南衡阳组织了

“黄金大米”的营养学试验。研究人员在未告知实情的情况下，让25

名6~8岁的儿童食用了黄金大米。其研究结果于2012年发表在《美国

临床营养学杂志》上，随后引起轩然大波。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结果：2015年8月5日，《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在其网站发布了撤回

有关“黄金大米”论文的公告，同时，印刷版撤稿公告将发布在该杂

志9月份的刊物上。

 论文是通过同行评议的，因此在实验设计和科学结论上是不存在问

题的。撤稿是因为诚信问题，它违背了科学伦理的规范。

 处理在未获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便进行实验绝对是错误的，这也让

科学研究蒙受了损失。

 不管科学研究的目的多么高大上，一定要坚守程序正义的原则。

（六）学术不端行为案例剖析三



04    PART FOUR 相关文件与高校制度



1.2011年教育部颁布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

（一）相关文件四

充分认识高校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教书育人的学术风气，切实加强和改进高

校学风建设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

 坚持教育和治理相结合，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束、查处警示，

建立并完善弘扬优良学风的长效机制。



 构建学风建设工作体系

 高校应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与机制，负责本校学风建设工作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

 强化高校的主体责任

 实现学风建设机构、学术规范制度和不端行为查处机制三落实、三公开。

 建立学术规范教育制度

 为本专科生开设科学伦理讲座，在研究生中进行学术规范宣讲教育。

 加强教师的科研诚信教育

 在教师年度考核中增加科研诚信的内容，建立科研诚信档案。

（一）相关文件四



 切实改进评价考核导向

 教育部门在考核评估中，要防止片面量化的倾向，加大质量和贡献指标的权重。

防止片面将学术成果、学术奖励和物质报酬、职务晋升挂钩的倾向。

 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

 学术委员会应积极承担学术规范教育和科研诚信宣传，负责本校学术不端行为

调查取证。

 加强科学研究的过程管理

 完善科研项目评审、学术成果鉴定程序，强化申报信息公开、异议材料复核、

网上公示和接受投诉等制度。

（一）相关文件四



 强化全方位监督和约束

 强化行政监督，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行政监督职责，指导所属高校开展学

风教育，完善学术规范，每年进行学风建设工作检查。

 规范学术不端行为调查程序

 严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建立定期检查制度

 高校要在本单位网站上开辟学风建设专栏，公布学风建设年度报告，处理结果

必须保留3个月以上。

（一）相关文件四

见《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2.2015年中国科协 教育部 科技部 卫生计生委 中科院 工程院 自然科学基金会

发布《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

（一）相关文件四

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

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

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

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

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3.2016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一）相关文件四

教育部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对高校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作出规定，共包

括八章。

第一章总则整体概述

 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

 高等学校及其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

中发生的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一）相关文件四

高等学校的建设目标

 集教育、预防、监督、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建立由主要负责人

领导的学风建设工作机制，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作用。

 第二章预防与教育中指出高校应建立的各项制度。

 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建立知识产权查询制度，健全学术规范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科研管理制度。

 建立科学的学术水平考核评价标准、办法。

 建立教学科研人员学术诚信记录。



（一）相关文件四

 第三章受理与调查中关于对高校科研人员的举报受理与调查进行规定。

 受理社会组织、其他学术机构、媒体公开报道、个人等对本校教学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及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受理后，应当交由学校学术委员会组成调查组，负责对被

举报行为进行调查。调查组应当不少于３人，必要时应当包括学校纪检、监

察机构指派的工作人员，可以邀请同行专家参与调查。

 调查组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学术不端

行为责任人的确认、调查过程、事实认定及理由、调查结论等。



（一）相关文件四

 第四章认定中明确指出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形式。

 （一）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二）篡改他人研究成果；

 （三）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

究成果；

 （四）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未经他人许

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或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

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贡献；



（一）相关文件四

 （五）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申请学位等过程中

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六）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

 （七）其他根据高等学校或者有关学术组织、相关科研管理机构制定

的规则，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



（一）相关文件四

 第五章处理中明确指出对科研人员学术不端的处理方式。

 （一）通报批评；

 （二）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目，并在一定期限内取消申请资格；

 （三）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

 （四）辞退或解聘；

 （五）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处理措施。

 （六）学生有学术不端行为的，还应当按照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给

予相应的学籍处分。



（一）相关文件四

 第六章复核提出复核程序。

 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高等学校提出异议或者复核

申请。异议和复核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

 收到异议或者复核申请后，由学术委员会组织讨论，并于15日内作出是

否受理的决定。

 第七章监督中指出高等学校应当按年度发布学风建设工作报告，并向社

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高等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推诿塞责、隐瞒包

庇、查处不力的，主管部门可以直接组织或者委托相关机构查处。



（二）高校制度（以吉林大学为例）四

 吉林大学加强领导，构建学风建设工作体系。

 学风建设领导小组下设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三个工作组，分别领导全校教师、

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学风建设工作。

 吉林大学完善制度，构建学风建设保障机制。

 组织制定了《吉林大学加强学风建设实施细则》、《吉林大学学术道德规范》

《吉林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

 吉林大学学风建设专题网站的建立。

 学校学风建设工作“三落实”和“三公开”的重要平台。



（二）高校制度四

 《吉林大学加强学风建设实施细则》

 指导全校学风建设工作的统领性文件，包括总则、组织机构、工作机制、

制度建设、措施和保障、附则等六个部分，内容涵盖学校今后学风建设

领导机构、工作体系、工作机制、工作制度以及学风建设工作措施和保

障等。

 《吉林大学学术道德规范》

 由总则、基本学术道德规范、工作机构与职责、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

附则等五部分组成。



（二）高校制度四

学风建设专题网站

 组织机构

 规章制度

 公告通知

 综合动态

 师德典范

 学子风采

 他山之石



结束语

高校科研诚信                               如何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

高校科研诚信在建设社会诚信中重要导向作用

教育   治理    监督                      长效机制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