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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不端的典型案例及启示
u 学术腐败 学术不端 学术失范
o 学术腐败

利用学术界的地位和权力，通过虚假学术活
动、粗制滥造学术成果和造假舞弊手段为个人动、粗制滥造学术成果和造假舞弊手段为个人
或小集团谋取私利以及对这类行为纵容、支持
和庇护的不良和丑恶现象的总称。学术腐败的
最本质特征是利用学术界的公权谋私。

   



o 学术不端
学术不端（Academic Misconduct）指学术
界的不良现象，主要指剽窃，伪造数据等等，
包括学生的舞弊抄袭行为。美国联邦政府对包括学生的舞弊抄袭行为。美国联邦政府对
“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定义是：捏造、篡改、
剽窃。

o 学术失范
学术不规范，不遵守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和行
为规范的行为。

   



典型案例一:  “汉芯一号”造假案

事件： 2002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引进学者陈进用购买美
国的MOTO芯片打上“汉芯一号”标识,并通过种种不
正当手段和假证明材料,通过了技术鉴定认为: “汉芯一
号”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端大规模集成电路。事后又
造假了汉心一号、二号、三号,骗取了国家上亿元的研
究经费和无数荣誉。

经查: “汉芯一号”是重大科研造假事件。陈进被撤销各
项职务和学术头衔,解除科研合同,追徼各项费用,取消政
府特殊津贴。

启示：捏造、篡改、剽窃 +腐败？+技术成果鉴定漏洞？

   



典型案例二:  博士生论文造假案

事件：
p 贺学波在中国药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到浙大做博士

后期间剽窃原导师的实验室资料数据,拼凑伪造假论
文在<国际心脏病学杂志>上投稿时发现。贺所在研文在<国际心脏病学杂志>上投稿时发现。贺所在研
究室查出16多篇论文涉嫌学术道德问题,其中贺的论
文占一半,全部有博士后合作导师李连达院士的署名。
贺被浙大开除。李连达院士负有疏于管理、教育不
力、监管督查不严的责任受到通报批评 。研究主任
记大过和撤销职务处理。

   



o 西南交大认定黄庆的博士论文有抄袭行为且性质较为严
重，取消了其博士学位以及撤销了研究生导师的资格。

o 复旦大学校信息学院叶炜、顾宁两篇论文抄袭,发现论
文有28处和两张图的内容与被抄袭论文的内容基本一致
，使用的公式一致，仅对其中的一些字母进行了替换。
做出开除其研究生学籍的处理；导师顾宁教授在叶炜抄
袭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研究生院暂停顾宁教授
二年内招收研究生资格。

启示：学生：篡改、剽窃;  导师：教育监管不力。

   



典型案例三: 西安交大李连生造假案

事件： 2008年1月西安交大6名老教授举报李连生学术造假,
经过了3年的努力,2011年2月科技部发文:因严重抄袭和
经济效益数据不实，撤销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涡
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
所获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所获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
书，追回奖金。这是我国首次因为学术造假撤销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西安交大决定取消其教授职务，解除教
师聘用合同，教育部亦作出撤销李连生“长江学者”称
号,追回奖金的决定。

启示：抄袭、数据不实 + 学校急功近利

   



典型案例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三案例

o 第三军医大学苏炳银，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崔建伟，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李贵宝因为剽窃论文、申请项目弄虚
作假受到处理。

o 苏炳银在申请高达数十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伪造o 苏炳银在申请高达数十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伪造
了项目申请者和主要成员的姓名，假造自己的个人信息，
更抄袭他人申请书，以及在5份申请书中多处冒替他人签
名。处罚：撤销所有经费，取消其项目申请资格4年。

o 其余两人，予以收回经费、取消项目申请资格2－3年不等
的处罚。通报同时责令崔建伟在出版物上公开承认错误，
挽回影响；并认为其导师也有约束不严的责任。

   



典型案例五：井岗山大学大批论文造假案
事件：
o 2009年底，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公布，中

国井岗山大学讲师钟华、刘涛，两年内在该刊物发
表的70篇文章存在造假，一次性予以撤销，并将
该校列入黑名单。该校列入黑名单。

o 2010 年3月，《晶体学报》再次撤销井岗山大学
39篇造假论文，其中包括该校化学化工学院副院
长的7篇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2篇。

处理：井冈山大学决定对钟华和刘涛作出撤销造假学
术成果、追回奖金、解聘专业技术职务、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等严厉处罚。

   



典型案例六：华工教授论文抄袭案及其处理

事件：华工于**发表了三篇论文，一篇与日语原著论文完
全一样；另两篇文章的框架结构、内容、公式、图表、
数据、结论、英文摘要等与外语原著论文雷同，只更改
了参考文献。还署上不知情的一位学院副院长的名。

本人申辩： “意译加上个人对文章的理解以及本人的观点本人申辩： “意译加上个人对文章的理解以及本人的观点
综合起来的科技专业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而
不是一种简单的抄袭和剽窃。”

处理：三篇论文属于抄袭、剽窃他人已发表的学术成果,撤
销于**教授职务，给予开除处分。

启示：他为什么会作如此申辩?

   



典型案例七：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成果造假案

事件：
o 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是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曾克隆

出了猪、牛和科学界公认最难克隆的狗。 2005年6月
他宣称已经通过有效的新技术用很少的卵子克隆出了他宣称已经通过有效的新技术用很少的卵子克隆出了
体细胞。一时间黄禹锡成了“韩国民族英雄”。

o 2006年1月黄禹锡调查委员会认定:黄禹锡伪造了所有
克隆体细胞的证据。其科研组2004年和2005年发表
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属于编造论文。

处理：取消“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免去一切公职。
判处2年徒刑，缓期3年执行。

   



启示：产生问题的背后是名利的驱动，想通过不正当的手
段来获取名和利，这背离了科学的本来目标和价值。另
外，韩国政府、科学界被其研究成果所描绘的美好前景
所迷惑，对研究成果深信不疑，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
上全力支持其“假研究”。我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
是表现的形式不太相同。其原因除科学家自身的问题外
，还有单位和科学群体评价科研成果的准则和方法问题
，比如：过急、过分强调论文的数量，而不讲究质量，
就会炮制出很多泡沫文章和假成果。另外，政府部门、
学校单位政绩驱动，急功近利，助长了学术不端行为。

   



二、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诱因

o 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是世界各国
都在关注问题,有许多人在研究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o 有二本代表性的著作:o 有二本代表性的著作:
n 美国 威廉.布罗德等著《背

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
弄虚作假》

n 日本 山崎著《科学家的不端
行为--捏造·篡改·剽窃》

   



2-1《背叛真理的人们》作者的几个观点：
(1)科学研究的精髓受到嘲弄

按照常理，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
程，尊重客观是科学家工作态度的精髓，所有的科研成
果都要受到同行专家评议和重复实验的严格检查。在这
个自我验证的体系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错误，都会毫个自我验证的体系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错误，都会毫
不留情地受到摈弃。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舞弊案表明
，逻辑推理、重复实验、同行评议、尊重客观—这一切
统统被科学舞弊者成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嘲弄。
我们研究的每件舞弊案都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绝妙缩影，
而且往往是人类悲剧的缩影。

   



(2) 科学研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认识世界，二是争取他人
对自己的工作的承认。如果说多数科学家不允许因个人
名誉的欲望而去破坏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但沽名钓誉者
会多么彻底地毁掉对真理的真诚追求。

(3) 科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是一个社会和历史过程
，又是人类对理性思维的爱好得到充分表达的文化形式
。但理性因素并非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唯一重要的因素，
因为创造力、想像力、直觉、固执等许多非理性因素以
及野心、嫉妒和欺骗等也是重要因素。科研中舞弊的存
在，就是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

   



(4)到了20世纪，科学研究从一种爱好变成一种职业
研究人员所处的职业结构,都鼓励他们拿出实实在在的

而且在短期内就能取得的成果。如果看不出他们能够马
上和不断地取得成果，他们所在的单位可以拒绝聘用他上和不断地取得成果，他们所在的单位可以拒绝聘用他
们担任职务，政府或企业的资助和合同会很快中断。毫
无疑义，有许多科学家不愿意让这些压力来损害自己的
名誉。但对那些甘心这样做的人，靠虚假成果换来的好
处是相当大的，而受惩罚的机会却很小。

   



（5）学术界应该防范职业野心和过度发表的弊端
因为科研成果与研究人员的升迁、待遇、地位直接

关联，因此不少人职业野心膨胀，投机取巧，舞弊作假
。作者提出，科学家应该对精英单位中那些似乎一鸣惊
人的年轻超级明星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人的年轻超级明星持更多的怀疑态度。

现在学术论文过度发表、泛滥成灾,许多论文根本就
毫无价值。而且，无用的论文阻碍了学术交流，高水平
的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低劣的研究却能免于检查
,学术不端行为得以隐蔽, 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为此，
作者建议：晋升和申请经费不能只靠一长串貌似重要的
出版物来决定；把研究成果化整为零发表的人应该受到
批评，而不是受到鼓励。

   



（6）应该反思和警惕研究作坊制的流弊
在这种以实验室为主要架构的科研作坊里，由于实行

实验室首长制（老板制），等级森严，普通研究人员成
为打工者即“学术工人”，而实验室主任常常因为是老
板而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从而使科学家追求真理和追求板而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从而使科学家追求真理和追求
名誉的目标脱节，不仅纵容野心，同时也助长了玩世不
恭的态度,从而恶化了学术生态。为此，应该改变学术
荣誉的分配问题：第一，所有署名为作者的人都应该对
论文所报道的工作作出过主要的贡献，任何细小的贡献
都应该在正文中予以明确的致谢；第二，一篇论文的所
有作者不但有荣誉要分享，有责任也要同担。

   



(7)学术界的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n 第一，职业野心对科学研究的危害;
n 第二，学术界管制机制的失灵;
n 第三，学术期刊作为科学把关人的无所作为;n 第三，学术期刊作为科学把关人的无所作为;
n 第四，过分强调发表的体制及其后果;
n 第五，剽窃是对知识产权最严重的侵犯。

科学界的剽窃行为常常逃脱了侦查，即使是很明显的
案子，暴露出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些已被发现犯有
剽窃罪的人，常常还能不受影响地照样工作,过于宽容。

   



2-2 出现学术不端的主要诱因及其防治机制

学
术
不
端
行
为

社会(市场经济)影响

监督与奖惩机制不健全

社会因素

浮躁之风盛行

学
术
不
端
行
为规范制定和宣传滞后

个人学术道德的缺失

个人因素

管好自已是关键：崇尚学术道德 规范学术行为

浮躁之风盛行   



三、崇尚学术道德 规范学术行为
3-1  有关部门多次发文，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规范学术行为准则
o 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教社科[2009]3号
o 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o 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

科学技术部令第11号[2006]
o 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

设的意见 教社科〔2006〕1号
o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教人〔2002〕4号
o 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

《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
国科发政字［1999］524号

   



3-2  制定团队基本学术道德规范

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团队基本学术道德规范
(一)、 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遵循

的基本伦理和规范，是保证学术正常交流、提高学
术水平，实现学术积累和创新的根本保障。近年来术水平，实现学术积累和创新的根本保障。近年来
，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时有发生
。这些行为和现象虽属个别，但若不加以制约，将
严重污染团队学术环境，影响团队学术声誉，阻碍
团队学术进步，进而影响团队的创新和发展。本团
队成员(包括教职工、博士后和研究生)应自觉遵守
下述基本学术道德规范，反对学术道德不端行为。

   



(二)、遵守下述学术道德规范:

1. 应遵循国家有关法律、社会公德；在治学过程中，要
坚守严谨和诚信原则,努力完成好科研教学任务。

2. 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尊重他人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
引用他人成果时，注明出处；所引用的部分不能构成引
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从他人作品转引第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从他人作品转引第
三人成果，注明转引出处。

3. 合作研究成果在发表前要经过所有署名人审阅，所有
署名人对研究成果负责，合作研究的主持人对研究成果
整体负责。

4.  在进行学术评价时，遵循公正、客观、全面、准确的
原则。

   



(三)、不得有下述学术道德不端行为：

1.伪造与篡改：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故意捏造、篡改实验
数据、结论或引用的资料等行为。

2. 抄袭与剽窃：在学术活动过程中抄袭他人作品，剽窃他
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或实验数据、调查结果等行为。

3.伪造学术经历：在填写有关个人学术情况时，不如实报3.伪造学术经历：在填写有关个人学术情况时，不如实报
告学术经历、学术成果，伪造专家鉴定、证书及其他证明
材料等行为。

4. 不当署名：未参加实际研究工作，而在别人发表的作品
中署名；未经被署名人同意而署其名等行为。

5. 滥用学术信誉：在学术活动过程中夸大成果价值；对应
经而未经学术同行评议的研究成果向媒体公布等行为。

6. 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

   



3-3  做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1. 具有诚信品行 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立身之本，立

业之基；
2. 具有严谨作风 严谨的作风是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气

质，是受尊重的重要条件；
3. 崇尚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3. 崇尚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

动中形成的、贯穿于科研活动全过程的共同信念
、价值、态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科学精神的内涵为：求真精神，实证精神，进
取精神，协作精神，包容精神，民主精神，献身
精神，理性的怀疑精神,开放精神等。

   



4. 掌握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指从客观世界中取得原始
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加工，
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研究手段。包括在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开发推广等科学活动过程中采用的思
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掌握科学方法是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掌握科学方法是
科技工作者的谋生之道，是确立个人知识结构和
研究特色的保障；

5. 具有责任意识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勇于创新，
承担责任；尊重伦理，造福人类。

6.  提高人文素养 促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使
自已具有人文情怀和高尚情操。

   



总结：
o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是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

的关注
o 产生学术不端现象和行的主要诱因有:
n 社会(市场经济)影响
n 浮躁之风盛行
n 监督与奖惩机制不健全
n 规范制定和宣传滞后
n 个人学术道德的缺失

o 关键是管好自已：崇尚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做一名
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谢谢
Thank you

   



刘焕彬,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