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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坛
·

关于对科学活动中不端行为监督的讨论

洪明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l以X) 85)

[摘 要 ] 本文列举了一些科学活动中的不端行为
,

初步分析不端行为产生的根源
,

提 出了加强对

科学活动中不端行为监督的一些意见
。

〔关键词 〕 监督
,

不端行为
,

科学活动

科学活动已成为人类社会有组织活动的一个部

分
,

并逐渐形成了科学活动有关的道德规范
、

纪律和

规定条例
。

科学工作者
、

科学管理工作者以及参与

科学活动的人们普遍遵守着公共的科学道德
、

有关

纪律和规定
,

总体情况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

然而
,

在

科学活动中
,

涉及违背科学道德
、

违反规定
、

违反纪

律等不端行为仍时有发生
,

并成为科学界以及舆论

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 1一 3〕
。

科学活动中的不端行为关系着科学工作者个人

和科学团体的声誉和前途
,

并影响国家科学事业的

健康发展
。

为了防止不端行为的蔓延
,

引导科学活

动在健康的轨道上前进
,

这里对科学活动中不端行

为的有关问题提出个人的粗浅见解
,

抛砖引玉
,

与大

家商讨
。

学管理工作者来说
,

若拉人情关系
,

评价不公
,

处理

偏袒
,

搞
“

灰色收人
” ,

不尊重科学规律
,

对学术问题

强行干预等
,

均属不端行为
。

至于以权谋私
、

贪污受

贿则是违法的腐败行为
。

科学团体为了小集团利

益
,

隐瞒
、

包庇其成员违规
,

尤其是新闻界
,

随意炒作

科研成果
,

制造轰动效应
,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

也应

属于不端行为
,

其他不端行为
,

不再赘述
。

1 科学活动中不端行为的列举

科学活动是人类探索 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
、

获

得准确的数据
、

发现新现象
、

发展新理论并以科学知

识回报社会的社会性活动
。

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
,

要求以严肃的态度
、

严密的方法
、

严格的作风进行科

学实践
,

如果拼凑或伪造数据
、

弄虚作假
,

将难以求

得真知
,

又违背科学自身的客观规律
,

这是科学活动

中的不端行为 ;在争取经费
、

资源分配中虚报工作情

况
,

进行欺骗性
“

包装
” ,

也是违反规定的不端行为 ;

经费使用中违反财务规定
,

同样是不端行为 ;在学术

交流中
,

进行个人诽谤或采取学霸作风也属不端行

为 ;在发表论文中
,

抄袭
、

剿窃
、

侵权
、

盗用他人成果

更是严重的不端行为
,

甚至构成违法行为
。

对于科

2 科学活动中不端行为产生根源的初析

存在决定意识
。

在目前社会存在中最突出的问

题之一是利益关系
。

因此
,

要探讨科学活动中不端

行为的根源
,

要紧紧抓住其内在的利益关系
。

-

科学活动
,

当今已经不再是
“

超凡脱俗
”

纯属科

学家兴趣的活动
,

它 已成为人们谋求职业
、

赖以生

存
、

寻求发展的事业
。

科学活动既依赖科学工作者

创新性的思维
,

更依赖着社会所提供的工作条件
、

经

费
、

资源
、

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
。

科学界无论是整体

或个体都参与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竞争和社会地位的

竞争
。

有的科学工作者为 了工作条件
,

为了个人的

晋职
、

提升
、

名誉等利益驱动而可能作出弄虚作假
、

抄袭
、

剿窃
、

侵权等不端行为 ;有的科学团体
,

为了单

位
、

部门的利益
,

在社会科学资源分配的竞争中搞什

么
“

攻关活动
” ,

并对其成员的真实情况进行隐瞒或
“

包装
” ,

对其不端行为进行包庇
,

甚至会像
“

商战
”

一

样不择手段 ;有 的科学管理工作者过分关心影响自

己升迁的
“

业绩
” ,

违反科学发展规律对学术问题强

行干预
,

刚撒下一把米就要母鸡下蛋
,

而且要求母鸡

能下鸭蛋
、

鹅蛋
,

甚至像驼鸟般的大蛋 ;有的拉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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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等
。

至于新闻界追求轰动效应
,

实际上也是

受名利的驱动
。

也许还有因社会心理因素引发的不

端行为
。

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横向比较中感到心态不

平衡
,

而这种心态不平衡实质上常与名利
、

地位
、

权

力紧密关联
。

如果科学活动中的不端行为不能给违纪
、

违规
、

违德者带来好处
,

不能给个人或团体带来利益
,

而且

这些
“

好处
” 、 “

利益
”

有可能潜在
“

翻船
”

的危险
,

相信

科学活动中的不端行为将会大大减少
。

因此
,

利益

驱动是滋生不端行为的主要根源
。

3 对科学活动中不端行为的监督

从上面对不端行为是受利益驱动的粗浅分析使

我们感到
,

对于不端行为的监督应该实行专门监督

机构和公众监督相结合
,

认真清查和处理不端行为

的事件
,

要阻止犯有不端行为的个人或团体谋取他

们所追求的利益
,

或使其攫取的利益成为短暂的泡

影
,

甚至 自吃苦果
。

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
,

当今仍是

值得探讨的问题
,

下面提出几点见解供大家共同研

究
。

3
.

1 建立人们敢于监督的机制和营造民主的环境

首先要建立让人们敢于监督的机制和营造民主

的环境
。

在揭发
、

检举
、

投诉不端行为中
,

目前相当

多人采用匿名方式
,

说明人们心中仍有顾虑
。

实际

上
,

在社会生活中
,

人们最怕本单位
、

本部门的有权

者
,

怕
“

顶头上司
” ,

因为他们掌握
、

控制着一些人的

前途和命运
。

社会上某些单位
、

部门的负责人担心

影响他们的
“

政绩
” 、

怕
“

家丑外扬
” ,

从而把内部检

举
、

揭发者称为
“

内奸
”

或
“

内鬼
” 。

为了保护自己和

小集团利益
,

他们会给检举
,

揭发者
“

穿小鞋
” ,

打击

报复的事情屡见不鲜
,

有些甚至令人心惊胆战
、

不寒

而栗
。

监督机构对同级领导的监督往往软弱无力
,

因为监督机构的成员
,

其岗位
、

工资
、

奖励
、

晋升都捏

在领导者的手中
。

因此
,

在设立监督机构时
,

其成员

组成应有部门外的人参加
,

监督机构在接受同级机

关领导之外
,

还应有上层垂直领导关系
。

在社会上

要形成公众监督
、

舆论监督
,

营造敢说真话
、

敢于监

督的民主环境
,

并对检举揭发者有切实的法律保障
,

对打击报复者予以应有的制裁
。

3
.

2 提高科学活动的透明度以使人们能够实行监

督

如果科学活动各个环节都能提高透明度
,

让公

众有知情权
,

监督才能更充分进行
,

否则许多事情朦

朦胧胧
,

甚至
“

暗箱操作
” ,

人们被蒙在鼓里
,

只能猜

测
,

难以监督
。

尤其是科研项 目的评审
、

科学资源的

分配
、

科学成果的鉴定
,

除了一些必要的保密之外
,

都应向公众公布
,

在单位或部门内公示
,

在学术团体

专业委员会通报和在网上告示
。

这样
,

关心的人就

会更多
,

知情人更了解其底细
,

便能提出问题
,

加强

监督
。

实际上
,

提高透明度不仅有利于监督
,

同时对

有关办事人
、

权力者
、

评审者均是一种制约
,

使一些

想钻空子
,

搞
“

猫腻
”

的人不敢妄为
, “

酶菌就怕太阳

晒
” 。

3
.

3 提高举报
、

调查事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对于不端行为的监督
,

不可能要求举报者对事

实表述百分之百精确
,

但在查处时应严格要求事实

确凿无误
,

手续完备
。

这方面确实尚存难处
。

有时

举报
、

揭发
、

投诉的人是匿名的
,

当事实不太确切时
,

由于匿名
,

就难以进一步联系
,

展开调查 ;有时
,

由于

单位或部门出自小集团利益有意隐瞒
、

包庇
、

出假证

明
,

或为了
“

舍车马保将帅
”

而避重就轻
,

这样会使所

调查的事情蒙上一层薄雾或罩上阴影
,

使调查工作

难以深人
,

难以获得真实可靠的情况
。

真实性
、

可靠

性的缺失
,

就会给查处带来隐患
,

基于了解事实真相

存在相对性
、

阶段性
,

有时反复调查是十分必要 的
。

因此
,

举报
、

揭发材料应尽量言之有据
,

调查工作要

真实可靠
,

使查处工作更合理
、

更恰当
。

3
.

4 增进不端行为处理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对于经查核事实清楚
、

证据确凿的不端行为
,

应

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作出准确的定性并对有关

不端行为者予以处理
。

处理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为了

教育
,

为了治病救人
,

要让被处理者确实吸取应有的

教训
,

使其从不端行为中获得的好处
、

利益被取消
,

不能让不端行为者仍吃到
“

甜头
” 。

但既然是治病救

人
,

就不可切断其悔过
、

改正 的路子
,

一棍子打死
。

要让犯错误者有重新走出泥坑的机会和勇气
。

同时

还要考虑其个人与课题组
、

项目组有所区别
。

一个

课题组的组建
,

一项工作的进展
,

都有着一个不容易

甚至艰难的过程
,

应尽量使前期投人有阶段性的成

果
,

并通过适当调整研究集体继续开展一些有意义

的工作
。

这样做可能更为合理
,

对国家来说更为有

利
。

处理的正确性
、

合理性也是需在监督工作中不

断探索的问题
,

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

接受着社

会公众的监督和实践的考验
。

3
.

5 加强宣传教育
,

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科学活动的团体和新闻界应积极开展对防止不

端行为的教育
,

提高科学界人士 的科学道德素养
。

有的单位
、

部门已经制订了学术道德规范
、

科学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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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准则
,

科学道德行为准则
,

新闻煤体也开展这方

面工作
。

这无疑的将促使科学活动的载体提高科学

活动的纯洁性
,

更 自觉地防止不端行为的发生
。

打

个比方
,

道德规范
、

科学行为 自律等各种规定条文都

很重要
,

但毕竟像个栅栏
,

仍常存留漏洞和空隙
,

有

孔可钻
,

如若 自觉性提高了
,

就不但不去钻这种孔

子
,

反而能 自觉慎独
,

形成一个无形的自我监督网
,

再加之公众监督意识的增强
,

监督勇气的提高
,

社会

舆论所形成的监督氛围将会确实使
“

监督关 口前

移
” ,

防患于未然
。

3
.

6 注意将不端行为与一般学风
、

作风问题区别开

来

在探索未知的科学活动中
,

科学工作者辛勤
、

创

新性的劳动为人们所敬仰和钦佩
,

但既属未知的探

索就有其不确定性
,

这也需要得到社会公众必要的

理解和宽容
。

当科学工作者基本素养不理想
、

操作

不够严格
,

测量手段受限制时
,

不一定能获得真实的

数据 ;在归纳判断时也可能不够科学
,

作出欠妥的结

论 ;在学术争论中
,

也可能有学术偏见 ;科学管理工

作者也可能自身对科学规律认识不足
,

或在处理国

家
、

社会需求牵引关系时有点偏急浮躁 ;新闻工作者

也可能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而报导欠妥
,

等等这些

情况不宜认为是科学活动中的不端行为
,

切不可 因

对不端行为的监督而弄得草木皆兵
,

不要让人们谨

小慎微无所适从
。

尤其是对学术争议的问题更要慎

之又慎
,

要让学术界通过百家争鸣
,

通过实验
、

理论

的检验
,

甚至滞留一个较长时间逐步取得共识
,

切不

可用简单方式急于下结论
,

更不要粗暴干预
,

以权势

压人
。

在学术交流中
,

一个集体
、

一个团体中彼此通

过讨论或争论
,

相互交流
、

相互启发
,

学术思想也会

相互渗透
,

这是正常现象
,

而且是应该鼓励的
。

这种

情况下到底
“

谁偷谁的学术思想
”

往往是一个更为复

杂的问题
,

必须有确实的依据才能作出判断
,

同时还

需要进一步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的办法和措施
。

总之
,

在实行对不端行为的监督中
,

要注意划清

界线
,

时刻牢记实事求是
。

如何对科学活动中不端行为实行真正有效的监

督
,

还有待大家进一步探讨
,

共同寻求更有效
、

更完

善的机制和办法
,

以利于科学活动的公正与健康
、

活

跃与和谐
、

繁荣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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