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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生学术规范体系建设的思考

秦发 兰 赵希庆 胡 承孝

华 中农 业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 湖 北 武 汉

摘 要 学风 营造 与 学 术规 范 建设 在研 究 生教 育 过程 中 具有 十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本 文 归 纳 了 研 究

生在 学 术科研过程 中 容易 发 生 的 不 端 行为 类型 ， 分析 了 不 端 行 为 产 生 的 主 要原 因 ， 提 出 研 究 生 学 风

与 学术规 范建设 是 一 项长 期 工作 ， 需 要各 方面 齐抓 共管 ， 要从教 育 与 培 训 、 规 范 体 系 建 设 、 制 度 完 善

与 执行 、 管 理 、 学 术评 价机制 等 层 面 加强 研 究 生 学 风 与 学 术 规 范 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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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年为例 ，全 国研究生招 生 万 、 在 委员会 、科技部 、 教育部 、科学院 、
工程院 、 中国科协

校研究生 万
〔

，研究生 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学 等部门也相应成立 了相关科研诚信组织 ， 并 出 台 相

生和科研群体 ，研究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完成 关办法处理科研不端问题 。

课程学习 与科研项 目 提升各方 面的知 识 、能力 与水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 为危害更为严重 。

“

凡是在

平 ，研究生 ， 特别 是博 士研 究生 ，

一

般 以参 与 完成 我 国 学 术 界 存 在 的 学 风 不 正 与 学 术 失 范 现 象 ，

“ ”

、

“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等高 技术类 、 基础 ⋯ ⋯

， 在我 国的 研究 生教育 中 ， 都不难找到 可 以对

类项 目 作为 学位论文工作的 重要 内 容 ， 高 校 ， 至少 应的根据
”

这主要 是其培养 目 标 、培养过程 、培

以上的学 术论文是 以研究 生为第
一

作 者发表 养特点等决 定的 ， 研究生参 与完成 导师 的科 研项

的 。 在学风与学术 问题 日 益凸显 的今天 ，加强研究 目 ， 以产 出和发表研究成果判 断是否达到 申 请学位

生学风与学术规范体系建设 ，具有长远 的 、普遍的价 论文答辩的重 要条件。 研 究生学术不端行为 危害

值意义与社会意义 。 特点 主要表现 在 以下 几个方面 ： 第
一

， 危害影 响 面

大 ， 有不端行为 的
“

成果
”

发表 或 出 版 ， 虽然有被发

现与查处的风 险 ，但总有
一

些不端行为 不会或不能

学术不端行为严重 影响科技创新 ， 浪费 国家科 及时被发现 ， 特别 当 不端行 为让当 事者 得利显 著 ，

技资源 。 学术活动的根 本是创造新知 识 、产生新价 其不 良行为的渗透性或感染性会大大增强 ， 受侥幸

值 。 成果发表或出 版是作为创新活 动与结果的载体 心理 、 从众心理 、无知心理等 因 素驱动 ，其他研究

出现的 ，不仅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也是提供给后 生跟样学样 ， 更 加败坏学风 与学 术道德 ，甚 至
“

不

人参考 ，共同推进学术繁荣与发展 。 学 术不端行为 以 为耻 ，反 以为荣
”

。 第二 ， 危 害影 响深 远 ， 研究生

不仅浪费 国家宝 贵 的学术科技 与经 费资源 ，还会造 教育是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领军与精英人才 ，他们

成大量冗余信息 ，甚至造成信息污染 ，浪费研究者 的 在各 自 领域 起作 引 领 或主导 作用 ， 从事 学术研究

时 间 、精力 ，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 ，延误科学研究进 的 ，学术不端行 为 会更加重 ； 从事其他行业 的 ， 其

程
’

。 美 国卫生部 ，公共卫生署 ，科学基金会 ， 国家 学术不端行为最终会上升为社会公害 。 第三 ，危害

科学院科学 、
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 ， 白 宫科学技术 程度 深 。 研究生教育 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根 本 ，

政策办公室等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对科研不 担负 着创新 与 人才升级 的双重 使命 。 研究生 学术

端行为的定义 、认定 、处理程序及惩戒办法等进行 了 不端行为会严重削弱研究生创新动 力 ， 影响创新成

长期的探索 、完善并付诸实施
〕

，主要应 对政府资助 果的产生 ，创新人才培 养 只能 是纸上谈兵 ， 阻碍教

的科研活 动中 的不端行为 。 中国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育强 国梦想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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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 的主要表现 明本人研究所用方法 的来 源及本人的 改进之处 让

学术不端行为表现
人误 以为是作者本人的首仓

研究生学术不 端行为 主要体现 在学位论文撰

写 、学术成果发表等方面 ’ 可 以归纳为 稿多投与

复发表 、伪 捏 ）照 、 剽窃 或抄袭 、篡改等类 型 以及其
此古杳十 杳命姑 姑 丁 ： 胡

“

彡 本
数据 图表方 面的不端行为 。

一是将他人结果
他一些有意或故意头施的不规范仃为 ， 分别体现在

文献引 用 、论文写作 、成果发表等方面 。

力

⑴ 文献 引 用 方 面 的 不 端行力
二是将他人

—

成果 中 的数据 图表作稍许变动作 为 自

对文献 的轉 与应用是科学職 与继脑
己誠果 二是为 了

“

证实
”

自 随设 ，伪造或捏造

础 ，关于参考文献的 价值有专 家指 出 ，

“

注贿人 的
自 表 。 本人

相关工作 ，并说匿究 的背 景 、依据等 ；避免作科

必要地重复论述 糊方法 、结縣结论 ；论雜者
巾 有几处随直接抄袭 篇 论 文的 图表 ，被

的观点
”

， 研 究生 不 规 范 引 用 文献 主 要有 以 下
发现后将原图删除 ’并将数据进行了 修改 ， 这是職

所得还是篡改 ，不得不令人怀疑 。

转引 变直引 。 研究生阅誠写作时应用尽量 引

用第 手文献或 次文献 ，有些文献 由 于时 间太久
缺少实证研究 ’缺少丰 富 的 、第 手的 数据等素材 ’

或其他臓雖純 ， 而 又 必翻膽需酬转引
奴写作时言之测 ，賊絲酣 ，腿人研究结

出处。 但是 些研究生将本人没有直接阅读过的 、

中 断章取义形成 自 己 所 胃的
“

研究成果
”

。

而是在其他文献中看到 的信息作为第一手文献 （特
（ 成果发表方 面 的 不 端行 为

别是外文文献 直接引 用 ， 由 于欠缺对原文的整体
‘

性
彳艮多单位 定研究生必须发表 定数量与质

把握 ，容易 断章取义 ，甚至 以讹传讹 。

量的论文等成果才能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 如果没有

引 而不注 。 为给人以创新的假象或掩盖本人抄
取得实质性进展或成果数量与质量达不 到 要求 ， 为

袭或剽窃 的行为 ，论文 中直接或改头换 面式 引用 了
了取得答辩资格 ，有些研究生则会挺而走险 。

他人的核心观点 ，但不在正文 中标注来源 、不在论文
一

稿多投和 重复发表 。 有些研究生违 反 《 中华

后列出 参考文献 。

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 》或期刊杂志 的约定期限 ， 为 了

虚假引 注 。 为 了显示 自 己 进行 了大量的 阅 读 ，

提高稿件被刊物接受的命 中 率 ，将 内 容相 同或基本

将
一些没有阅读或无关的文献罗列在文后参考文献 相 同 的稿件同 时 向多家期 刊杂志投稿 ；重 复发表则

中 ，在正文 中却找不到 相应 的标注或虽有标注但 内 表现为被动 型与主动 型两种类型 ， 被动 型则是 因
一

容风马牛不相及 。
稿多投 同时被两家及 以上刊物接受发表而没有主动

模糊 引注 。 可能因为不 了解参考文献的引用规 说明 的情形 ， 主动型则是主动将研究成果改头换面

则或故意模糊处理以混淆是非 ，大段罗列文献内 容 ，
于 同

一时期或不同时期投稿并在二家及 以上刊 物上

只是象征性地在开头或末尾标注的行 为 ，读者不 明 发表的情形 ，无论是被动型还是主动 型其行为 都很

白 哪些是引 用 的 、 哪些是作者本人 的 ，往往让人误解 恶劣 。 如发表在 《高等教育研究 》 （ 年 期 ） 上

为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
的

“

部分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 的根源及对策
”

与发表

片面 引注 。 科学 的研究态度 ， 应该将某
一

观点 在《黑龙江高教研究 》 （ 年 期 ） 上 的
“

研究生

的正反两方面文献进行全面综述 ， 不仅可 以 给读者 学术道德失范 、 根源及对策
”

内容与观点基本相同 。

以全面信息 ，也是为 了找到本人论文研究的 创新点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监督委 员会处理 一

但是 ，

一些研究生可能在选题时就没有全 面阅读文 年学术不端行为 案例 中 ，

一稿多发案例仅次于

献或者为 了强化本人的观点 ，选择性地 引 用相关文 信息虚假及数据伪造篡改和剽窃 ，位于第三位 。

献 ，而对于 与 自 己观点或结论相 佐的 文献 ，故 意不 搭便车和傍名 人 。 搭便车和傍名人是指论文的

引 用
。

署名 问题 ，署名 基本原则 是根据有无实际贡献和贡

论文 写作方 面 的 不 端行为 献大小 。 搭便车主要是为 了增加所谓成果的数量或

研究方法方面的不端行为 。 方法创新难于结果 达到论文答辩 的基本要求 ， 在 自 己没有实质参与的

创新 ，方法创新是结果创新的基础 ，

一些研究生不标 研究成果上挂名或相互挂名 。 而傍名 人主要是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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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名 人 ， 为 了提高成果投稿命 中 率或扩大成果发表 等强制 性文本 ， 也包括
“

怎样为
”

等一 系列 指导性文

或出版后的 影响力等 ，将没有实际贡献的名人署 上 ， 本 。 完善 的学术规范是研究生开展创新研究的前提

如果名 人不 自 律 ， 往往 会给 自 己 带来 预 想不 到 的 与基础 ， 以
“

研究 生学术 道德规范
”

为关键词
“

百 度
”

危机 。 搜索 ，会发现 很多高校已 出 台相关实施细则 ， 内 容也

重数量和轻质量 。

一

篇好 的论文需要系 统而全 相似 ，主要从概念与 定义层面做出解释 ，或是
一些宏

面的 研究 ，但是往 往受制 于研究时间或成果数量的 观性 的政策指导 ，告诉研究生要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

限制 ，

一些研究生将没有经过系 统深人研究 的初步 强调
“

不可为
”

，但对于什 么是
“

可为
”

以及
“

怎样 为
”

结果发表 ，或将个别现象当作普遍规律发表 ，或将整 等规 范文本并不健全 ， 即指导性与预防性的指南 、标

体结果拆分发表 。 准或规范相对欠缺 ， 如缺少开题报告撰写与论证规

请人代 写 和代他人 写 。 为 了 满足毕业成 果要 范 、学术 学位 ）论文写作规范 、 参考文献 引 用规范 、

求 ，找人代写 、代发所谓 的研究成果 。 甚 至是学位论 科研记录规范 ， 抄袭行 为 界定 标准 、 学术创新 规范

文也找
“

枪手
”

完成 。 而
一部分研究生则会 出 于其他 等 。 本人所在 学 校正 逐 步建 成或 完 善 上 述 相 关

考虑 ，代他人写论文 。 研究生不仅要亲 自 研究 ，还要 规范 。

亲 自 撰写学术和学位论文 ，论文写作是再思考再创 学术规范制度执行不力

新的活动 ，特别 是 学位论文写作水平是判 断是否 达 虽然现有制度或规范不 甚健全 ， 仍然可 以发挥

到学位授予水平 的考核指标之
一

。 因此 ，无论研究 作用 ，但是对现有制度或规范执行不力 是影响学风 、

生是请人代写还是代他人写作 的行为都是严重 的学 造成学术不端行为 的 重要原 因之一 。 比如 ，本人于

术不端行为 。 在张启发 院士 的指 导下 ， 查阅 了大量 的 文献 ，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 的原因 剖析
写作 》 ’此后几经

修改 ，对参考文献的 引 用 、 图表 的编排 ， 以及正 文各

不 良社会风气影响 学风是存在 的 ，但研究生学 个部分的写作都有 明确要求 ， 同时指 出 ，

一

篇论文如

风问题 ，不能全部归责于不 良社会风气这个外 因 ，应 出 现超过 次错字 、漏 字情形 的 ，学 院应不予受理

该分析 内 因 ，解决影响学风的根本问题 。 其答辩申请 ，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单位都严格执行 。

学术规范教育不全面 因 为学校缺少谁来执行 、谁来认定的 主体定位 ； 论文
“

现代学术体制下 ， 作学术研究者 ， 只 有受过严 答辩时间相对集 中 而送 审时 间 又短 ，无 法在 短期 内

格的学术规范 教育 、 专业培 养 和 学术训 练 ，有 章可 完成这么大量的工作 ； 当形式问题普遍存在时 ， 如认

循 、方能人其 门 、得其道
”

。 要减少或杜绝学术不 真执行 ，很多 同学不能如期答辩 ，影响学位授予 。

端行为 ，首先是让研究生养成什 么是规范行为 。 中 学术不端行为监管 困难

国科协 、教育部从 年起联合组织 ，包括师 昌 绪 、 目 前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 审核监督主要依靠导

袁隆平 、杨乐 、 杨卫等 多 位院 士在 内 的宣讲团 赴 师 、论文评阅人 、论文复制 比检测 系统等 。 在论文答

全国 个省 、 市 、 自 治 区宣讲科学道德 ， 全国大量研 辩相对集 中 的 阶段 ，大量论文需要修改与评阅 ， 如果

究生代表受益 ，但是距 离
“

全覆盖 、 制 度化 、 重 实效
”

导师平时对研究生疏 于指导 ， 并不十分了 解研 究生

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 很多高校都有人学学风教育 在做什么 ，则难 以发现不端行为 ；论文评 阅人不可能

环节 但
“

重形式 ， 轻实效
”

， 如 ， 教育 内 容不全面 ， 缺 对所评论文 的所有领域都了解 ， 出现疏漏在所难 免 。

少基本科学方法 与规范教育 ，缺少学术 责任 与学术 论文复制 比检测 系统主要是检测文字部分的直接抄

创新教育 。 华 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 良 国家重点实 袭 ，对改头换面式的抄袭 、对数据与 图表 的抄袭则无

验室 ，杰青获得者熊立仲教授亲 自讲授 《如何作好实 从检测 。 检测办法对复 制 比 都有
一定 的容忍度 ，其

验记 录 》 ， 年第一版 ， 以后不断更新 ， 内 容非常 科学性也值得商榷 ， 如 一篇体量很大的 学位论文抄

具体 ， 可操作性强 ， 但是受益 群体有 限 ，其他学院大 袭一篇或几篇体量小的学术论文 的 内容或观点 ，检

多 由 教学秘书进行学风 宣讲 ，针对性 、 具体性 、可操 测 出 的复制 比虽然符合要求 ，但抄袭 行为 则是很严

作性不够 。 重 、影响很坏 。

学术规范体系不健全 学术不端行为查处不严

学术规范是学术共 同体成员必须遵循 的准则 ，

一旦发现抄袭嫌疑 ， 认定需要经 过一个慎重的

完整 的学术规 范体系 不仅包括
“

不能为
”

、

“

不 可 为
”

过程 ， 同时 ，不端行为往 往牵 涉多方利益 ， 处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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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首畏尾 、慎之又慎 。 首先是涉事单位觉得
“

家丑不 范要求 ， 如学术创新规范等 ， 因此 ， 在完善规范体系

可外扬
”

，实在遮不住了才会公开处理 ；其次是导师 时 除考虑共性外 ， 还需考虑学科特有 规范 ，加强调

利益与面子问题 ， 如影响 导师招生 、 项 目 申 请 、职务 查研究 ， 制定切合实际的学术规范体系 ，增强学术规

晋升等 ；更影 响到研究生本人能否毕业 、能否获得学 范使用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让研究生 了解学术规范 ，

位及将来 职业生涯发 展等 问题 。 所 以 尽量 内 部处 知道
“

如何为
”

、

“

怎样为
”

。 既有规范 ，还要严格执行

理 ，把影响控制 在最小范围 ， 对制度 的执行是
“

高高 规范 ， 培养单位必须重拳 出击 。

举起轻轻落下
”

。 处理结果对当事人的 惩戒作用有 制度层面 ： 以学术制 度建设为抓 手
，
发挥制 度

限 、对他人也起不到警示与教育作用 。 例如 ，作者所 的惩戒与聱示作 用

在学校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被
一所省属高校的

一位 首先是建立完整 的学术规范制度与学术不端惩

研究生几乎全文抄袭 ，被我校发现后 ，与对方单位多 戒制度 ， 不断完善 制度 的科学性 与可操作性 。 凡是

次交涉 ，对方才从 上 撤销抄袭 的论文 ，至今 ， 涉及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与处理都必须有相应 的条

对该生的处理结果我校并不知晓 。 目 作为处理依据 ， 做到有据 可查 、有章可循 ， 让被处

优 良 学 风创 建 与 学术 规范 建设 的 对
成为 种

“

摆设
”

， 旦出 现问题必须严肃处理 ， 而且
罾

将处理结果公示 ，让研 究生 对学术不端行为
“

不敢

教育层面 ： 以 学术创新为宗 旨
，营造优良学风 为

”

、

“

不能为
”

，发挥制度 的震慑力 ，教育与惩戒 当事
“

科学绝不是一种 自 私 自 利的 享乐 。 有幸能够 人 的同时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 ，不能 因 为所谓面子 、

致力于科学研究的 人 ， 首先应该拿 自 己 的学识为人 局部利益等因素而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

“

惩戒 的存

类服务 。

”

这是马克思作为科学巨 匠 的至理名 言 。 对 在既可 以使诚实的 学生相信 ，他们 的 努力 是受到尊

研究生而言 ，优 良学风是什么 ？ 首先是有诚实求 学 重并有价值的 ，也向不诚实的学生表明 ，企 图通过造

的态度与精神 ，然后是通过 自 己 的努力获得相应 的 假而逃避学术工作的 行为将最终会受 到应有 的制

学位 、通过 自 己 的努力取得科研成果并服务于社会 。 裁
”

。

尽管当前社会多元价值观并存 ， 社会上的 浮躁 管理层面 ： 以预防 为前提 ，进行全程化管理

之风也侵蚀着高校 。 许智宏院士 曾展示
一张反映学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 为 主要 发生在论文写作 阶

术生态的漫画 ，代表着
“

质疑 、批评 、诚信 、反思⋯ ⋯
”

段 ， 因为 ，研究结果不能满足论文发表或 申 请学位 的

的大树都被砍光 ，

一

棵浮躁 的大树却枝繁 叶茂
°

。 要求 。 除 了极少数不可预知的 风险 因素 之外 ， 主要

但研究生群体必须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 必须让研究 原因有二点 ，其
一

，选题不新 ，开题论证 流于形式 ，无

生教育 回 归其原有轨道 ， 以诚实 诚信 为前提 追求 法深人研究 ；其二 ，研究工作 投人不足 ， 没有得 到理

卓越 ，将学术创新作为核心价值追求 。 学风与 学术 想的结果 。 管理的 最大价值是 ，前期 预防与全程管

道德教育是 创新人才培养与 科技创新 的基础与 前 理相结合 ，不给学术不端行为滋生空 间 。

提 。 目 的是挖掘并释放研究生群体的 正能量 ， 培养 就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而言 ，

一般都有开

研究生 自 我教育 、 自 我 引 导 、 自 我约束的 能力 ， 自 觉 题论证与 中期检查等环节 ，作者所在学 校 ， 增加 了论

养成学术创新光荣 、
学术不端可耻的优 良学 风 。 教 文选题査新与科研记录检査等环节 。 论文选题查新

育的 内容包括科学精神 、科学道德 、科 学伦 理 、科学 由 具有科技部查新资质 的图 书馆进行 ，

一

方面督促

规范 、科学方法等方面 ， 以历史 的 、 现实的 案例对研 研究生大量阅读 另一方面 ，帮 助研究生找准科学问

究生进行正 向 引 导及反 向警示 ，将学风与学术规范 题 ，实现选题 的创新性 。 科研记录 检查 由 学校研究

教育纳人研究生培养方案 ，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开设 ， 生教育督导专 家与学院共同 完成 ，及 时 了解研究生

并辅 以 自 学指导 。 的科研进度 、科研投人 、 有无创新 、 导师指导是否到

规范层面 ： 以 完善学术规范体 系 为前提 ， 发挥 位等 学校把检查结果与论文答辩挂钩 ，并把记录作

规范的引 导作用 为学术档案长期保存 。

学术规范具有共性与个性 ，共性包括学术规范 机制层面 完善学术评价机制
，
回归学术本位

的基本形式 ， 如语言与格式规范 ， 逻辑规范 ， 引 文与 研究生教育必须遵循 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规

注释规范 ，图表 、数据与样本的规范 ，参考文献规范 律 。 发表学术论文虽然是研究生学术水平 的重要体

等 ，但是涉及到具体的学科则有
一些个性化的 规 现 但也不能

一概而论 。 科学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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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学科特点 、 考 虑风险 因 素 ； 在 质与 量的 关系 刘 延玲 一稿多投的背后——从
“
一稿 两投

”

、

“
一稿 多投 ”

到

中 ，应重质轻量 ；要构建 学术成果共享机制 ，鼓励研
多发

”

、 重 复发 表 社 会 科 学管 理 与 评论 ’肌 （ 〉
：

——

究生跨学科 、 团 队式协同科研 ， 产 出高质量的学术成 傅建祥 科技信息的污染与 控制 编 辑学报 ， ：

果 ，而不是要求人人都须产 出 质量不高 、影响不大的
一

蒋美仕 ，李玲 杨维 美 国 联邦政 府关 于科研 不端行 为的政
胃 。 策演变一从不端行为定 义的 争 议与 统一过 程审视 自 然

优 良学风营造 与学术规范建设是
一项 长期工 辩证法通讯 ， ，

—

作 ，需要学校 、 学院 、 学 科 、 导师 、研究 生共 同 参与 。

郭世佑 学术规范与博士生教育 社会科学论坛 ’

—

完善学术规范体系建设是基础 ， 加强教育 或培训是 越禅 研究生学术道德 失范 的道德 心理成 因 分析 和对 策

前提 ，预防是关键 ， 监管 与处罚 是保障 ， 重点是抓好 研究 中 国高教研究 ，

—

导师与研究生 两个主体 ，导师必须对研究生进行学
文献的选择 与标引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識 ’

术规范教育 、对学术问题严格把关 ， 导师也必须接受 常宏建 ，方玉东 ，陈越 关于
一稿 多 发界定的探 析 中 国科学

学术规范培训 。

基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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