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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依托单位

对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越来越重视
,

虽然申请数量

急剧增加
,

多数申请书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

但是
,

从监督委员会受理和处理的不端行为案例来看
,

部

分依托单位对 申请书的真实性问题重视不够
。

2 0 0 5年监督委员会办公室收到举报来信 123

件
,

其中反映申请中弄虚作假的 56 件
、

有抄袭剿窃

行为的 3 件
,

约占全部举报的一半
。

在监督委员会

核实处理的 44 件举报 中
,

27 件是有关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过程 中的不端行为
,

占处理 案例 的 3/ 5 强
。

这些不端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可归纳为
:

( 1) 抄袭

他人申请书 ; ( 2) 伪造申请人
、

假造个人信息 ; ( 3) 伪

造项 目组主要成员 ; ( 4) 专业技术职称作假或者不

规范 ; ( 5) 学位作假 ; ( 6) 伪造出生日期 ; ( 7) 未经他

人授权
,

在科学基金申请书中冒他人签名 ; ( 8) 伪造

证明材料 ; ( 9) 代表性论 文 目录造 假或者不规范
。

其中
,

假造个人信息是较多发生的不端行为
。

如
:

不

具备申请资格的青年科技人员
,

为了申请科学基金

项目
,

通过伪造个人出生 日期和获得的学位
,

进而假

造专业技术职称 ; 已经具备申请资格的有中级职称的

科技人员
,

为了增加被资助的可能性
,

伪造成副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等不端行为
。

为增强竞争力
,

有的将工

程技术系列的职称 (如高级工程师 )
,

填写为研究
、

教

学系列的职称 (如副研究员
、

副教授 )等不规范行为
。

这些不端行为的产生固然有我国科技体制不完

善
、

管理体系不规范
、

监督制度不健全以及国家对科

技投入不足等原因
,

更主要的是来 自依托单位和科

技工作者 自身的因素
。

如
:

有的单位将科研人员的

考核标准
、

职称晋升以及经济利益与获得基金资助
、

发表论文多少紧密挂钩
,

导致个别科技人员为得到

科学基金资助而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 ;个别依托单

位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
、

执行
、

结题等环节中
“

失察
、

失管
、

失教
” ,

给缺乏科学道德的人以可乘之机 ;部分

科技人员科学道德修养和 自律欠缺 ;科学道德教育

滞后
,

特别是对青年科技人员
,

重视科学知识教育
,

轻视科学精神
、

科学态度和道德品质教育
。

真实性是 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应遵

循的道德准则的核心
。 “

诚信
”

是从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目的研究人员应遵 守的基本道德准则
。

申请者应遵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管理规

定
,

客观
、

真实地填报申请材料
,

严肃对待承诺
,

保证

所提供的申报与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

依托

单位应对本单位的科学基金 申请项 目的真实性 负

责
,

并对全过程负有监督责任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依托单位开始重视 申请书

的真实性问题
。

有的要求申请者和所在基层部门签

订保证 申请书真实性的承诺书 ;有的要求 申请者在

提交申请书时
,

提供 申请者和项 目组主要成员的有

关证件的复印件 ;有的依托单位主管领导要求项 目

管理部门和人事部门协同审查全部申请和参加项 目

人员的信息
。

这些措施
,

不同程度上保证了申请书

的真实性
,

对于杜绝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过程中的

弄虚作假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相信在广大科学家和有关部门
、

单位的共同努

力下
,

一定能开创我国科学道德建设的新局面
,

为科

学基金制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T H E H O N E S T Y A N D F A C T I C I T Y I N T H E P R 《X {E S S O F A P P L Y I N G F O R

S C I E N C E F U N D G R A N I
,

S

T i a n W e n

( I n
s

加` t : o 刀
肠阴 m i t t ee

,

Y u e Z h o n g h o u

N S F C
,

及红i
, 9 10 0 0 8 5 )

本文于 20 0 6 年 1 月 25 日收到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6. 02. 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