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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举是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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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09年3月19日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

不端行为的通知》，列丼了七种学术不端行为：

1、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2、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3、伪造戒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4、伪造注释；

5、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6、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7、其他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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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

抄袭他人学术成果；

全文的抄袭；

照搬别人论著中的句子；

自我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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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案例

1997.6 上海某高校教授胡某博士论文抄袭事件

2009.5 工程院院士丼证弟子学术不端案

2009.5 东北某高校硕士涉嫌学位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

2011.2 德国前国防部长因论文抄袭辞职

2011.7 印度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知名科学家拉

奥论文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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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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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窃案例

2002 印度库曼大学校长论文剽窃案

2006    天津某高校博士因论文剽窃毕业两年后被撤销博士

学位

2007.7  博士后剽窃，指导教师两年不准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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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

 人为操纵实验过程；

 杜撰、取舍研究数据、图片；

 篡改原始数据、图片；

 去掉不利的数据，只保留有利的数据；

 添加有利的数据；

 夸大实验重复次数；

 对图片记录进行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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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案例

1986  调查长达数年之丽的“巴尔的摩事件”

2002  国际物理学界最大造假飓风——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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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

 伪造试验样品；

 伪造实验过程；

 虚构发表论著、专利、成果；

 伪造学历、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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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造假案例

 2005.12  韩国首尔大学“克隆之父”

黄禹锡学术造假遭判刑

 2006.1   钱德拉——印度裔加拿大营养免

疫学专家学术造假

 2008.10  浙江某高校副教授贺某论文造假

 2009.9   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教

授王某论文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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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术不端行为案例

 2006.3 在职称和项目申报中盗用他人署名，上海某校教

授杨某申报材料涉嫌造假

 2008.3  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进行项目申报，西安某高校

六名教师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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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提交

作业作假

考试违纪

考试作弊

不容忽视的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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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危害

 制造学术垃圾
阻碍科学进步

 损害公共利益
浪费社会资源

 违反学术规范
造成不正当竞争

 对他人造成误导
对自己自毁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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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抵制学术不端

净化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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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