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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道德基本内涵



道德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原则、道
德规范。道德说明人的品质、原则、规范与境界。

道德

道德是指风俗、习惯；规范、行为品质、善恶评价等 西方古代

中国古代

道德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
的内心信念的力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
原则和范畴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



学术道德是指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道德
素质。

学术道德要求，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循学术规范，完善学术评价，坚持学术
良知和学术操守。

学术道德的基本内容



学术道德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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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精神求知、求真的根本把握，并引申出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怀
疑批判精神、民主精神等都是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到学术道德的具体
内容。

人文精神的本质是求善，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从本质上讲，二者是
共生互补的关系。

现实中，科学研究总会受到多种诱惑、势力的干扰，当遇到科学与伦理
发生冲突时，科研工作者做出的价值判断就体现了其社会责任感。



二、学术规范基本要求



学术规范基本要求

考试和作业的规范 学术论著写作规范

科研项目申请与实
施规范

其他学术环节规范



考试和作业的规范
所有考试和作业都应独立完成，以论文形式的需

直接引用的应作出正确引用说明

学术论著写作规范

应根据《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

编写格式》（GB/T 7713-1987）、《学位论文

编写规刕》和《科技报告编写规刕》等编写



科研人员在申报科研项目前应做好可行性论证，

立项材料严禁弄虚作假，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计

划书执行

包括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

范、数据处理规范、论著发表规范等

科研项目申请与实
施规范

其他学术环节规范



三、学术不端行为与案列



其他的一些学术不端包

括受雇于论文代笔公司；

请他人代写论文或代他

人写论文；在未参与研

究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

名；未经他人许可，不

当使用他人署名等等。

重复提交 作业作假

抄袭

一稿多投

其他学术不端引用不规范

考试作弊

考试违纪

剽窃

篡改 伪造



德国前国防部长因论文抄

袭辞职

东北某高校硕士涉嫌学位

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

印度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

主席、知名科学家拉奥论

文抄袭

上海某高校教授胡某博士

论文抄袭事件

抄袭案刓



博士后剽窃，指导老师被

罚两年不准招生

天津某高校博士因论文剽

窃毕业两年后被撤销博士

学位

印度库曼大学校长论文剽

窃案

剽窃案刓



浙江某高校副教授贺某论

文造假

某大学讲师钟某、刔某因

学术造假被停职

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

究所教授王某论文造假

韩国首尔大学”克隆之父”

黄禹锡学术造假遭判刑

学术造假案刓



国际物理学界最大造假飓

风——舍恩

调查长达数年之久的“巴

尔的摩事件”

上海某高校一教授杨某在

职称和项目申报中盗用他

人署名

西安某高校一教授侵吞他

人学术成果进行项目申报

篡改及其他学术不端案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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