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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学术行为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当
务之急

目前 在世界范围内 科学研究中的学术行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中的学术行为

不端时有发生，在我国学术不端行为更为严重：不端时有发生，在我国学术不端行为更为严重：

   



美 生 究 金1、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
网2011年8月19日公布的消息，波士顿大学医学
院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位癌症研究员兼助理教授院癌症研究中心的 位癌症研究员兼助理教授，
在有关杂志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捏造实验数据。该
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涉及分子生物学，主要是雌
激素拮抗剂以 乳腺癌治疗药物等激素拮抗剂以及乳腺癌治疗药物等。

美国联邦当局发现，该研究人员在一篇文章
中 7个数字中有6个是捏造的实验数据 另 篇中，7个数字中有6个是捏造的实验数据；另一篇
的8个数字有6个是虚构的。在这两篇均系2009年
发表、探究基因抑制肿瘤生长角色的文章中，该发表、探究基因抑制肿瘤生长角色的文章中，该
研究人员都被列为资深作者。

由于论文杜撰，他现已不在波士顿大学工作，
校方也承认他的雇佣期 在 年 月 日结束校方也承认他的雇佣期已在2011年7月15日结束，
上述两篇杜撰论文已经撤稿。

   



2 据网络消息称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研究2、 据网络消息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研究

人员王某因杜撰两篇论文，据悉，杜撰论文涉及
的主要篡改数据图片的问题的主要篡改数据图片的问题。

王某本人曾承认，被撤销的论文中用以说明
数据的图片在合成中出现错误,但对于图片问题，

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
示，其所关心的问题是所用的图片“是如何被人
为篡改”的。

据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官方网站消息，

经严密调查，专家委员会认定王某违背研究所的严密调 专家委员会认定 某 背研究所的
科研伦理标准及其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职责。被加
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关闭实验室。

   



3、据媒体报道，湘潭大学商学院一研究人员据媒体报 湘潭大学商学院 研究人员
的10篇均名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基
于金融深化视角的实证研究》的文章竟然在2008
年 年中被发表在 家不同的学术刊物上 时年一年中被发表在10家不同的学术刊物上，一时
间学界哗然。这十篇文章的3个关键词、前4个小
标题 7个图表完全相同 最后所提出的两点基本标题、7个图表完全相同，最后所提出的两点基本
结论和3点政策意见也基本相同。

通过对这10家期刊社收稿和发表时间的调查通过对这10家期刊社收稿和发表时间的调查
发现：10篇论文的发表时间分布在2008年2～6月
之间 刊物收稿时间则分布在2007年12月6日～之间，刊物收稿时间则分布在2007年12月6日
2008年3月15日之间。

一稿十投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而且根据其发稿十投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而且根据其发
表时间来看，间隔时间较短，应该属于恶意的一稿
多投。此类行为严重违背了科研规范，应该被杜绝。多投 此类行为严重违背了科研规范，应该被杜绝

   



年 月 日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4、2011年7月21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院士
候选人段某涉嫌贪污已被刑事拘留。声明中说，经
调查 段某虚报冒领差旅费 涉嫌贪污 院监察审调查，段某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院监察审
计部门进行核实后，已将其移送司法机关。

段某属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杰出段某属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杰出
青年”之一，并担任多项学术职位。包括颇有分量
的国际地球化学学会“哥德斯密特”奖评委，国际的国际地球化学学会 哥德斯密特 奖评委，国际
重大科学计划（地球深部碳探测）共同主席，中国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球
科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才等，也在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5、我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学术不端行
为：为：

A、抄袭；

B、一稿多投；

C 科研经费使用不规范C、科研经费使用不规范   



科研活动作为特殊的社会活动 本身具有独科研活动作为特殊的社会活动，本身具有独

特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气质，从事科研活动的群体
比其他社会群体更需要 个追求真理 严谨求实比其他社会群体更需要一个追求真理、严谨求实、
诚信负责、真诚协作的文化氛围。科学道德与学
风问题的出现 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 既有社会风问题的出现，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既有社会
不良风气的影响，也有科研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和
漏洞 但从根本上说 科学文化起到至为关键的漏洞，但从根本上说，科学文化起到至为关键的
作用。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的本质是科学文化缺
失或者说发育不良的问题 是科技事业发展与社失或者说发育不良的问题，是科技事业发展与社
会资源配置趋势出现偏差或者说悖离的问题。

   



客观上讲，我国科学文化发育严重滞后于科
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文化相对于商业文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文化相对于商业文
化处于弱势，这是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屡禁不止
的重要原因。一是对科研活动的客观规律尊重不
够，过分看重短期目标，急功近利，缺乏“十年
磨一剑”的长远打算和执着精神；二是求真务实
的科学精神严重缺失 缺乏批评质疑的精神 团的科学精神严重缺失，缺乏批评质疑的精神，团
队协作意识不强；三是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
“官本位” 学术霸权问题突出 四是在涉及人官本位 、学术霸权问题突出；四是在涉及人
的科研活动中，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科研伦理
底线受到挑战；五是公民科学素质不高，对科研底线受到挑战；五是公民科学素质不高，对科研
活动的监督能力和作用不强。这些问题都助长了
学风浮躁和不端行为发生。

   



二、端正心态、建立良好的学术风气

1、 学术不端行为为什么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
注注：

一是科研群体的社会角色更易受到社会关注。
科学家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创新的推动者，一直科学家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创新的推动者， 直
被公众看做“最接近上帝的人” ，是“不会说谎
的人” ，在公众中具有良好社会形象，被视作道
德的楷模 旦出现道德问题 对于公众来说是德的楷模。一旦出现道德问题，对于公众来说是
不能接受的。

二是科学技术与工业经济乃至政治一体化发展二是科学技术与工业经济乃至政治 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在此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包括科学
家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介入了科技活动的决策、家在内 社会 体介 科 活动 决策
研发和应用，而相应的科技社会化运作机制尚不
完善，相应的规范也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导致众
多的失范现象产生 并引起社会关注多的失范现象产生，并引起社会关注。

   



三是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对国家、科学共三是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对国家、科学共

同体、个人危害很大。对国家和科学共同体而

言 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会误导科学研究的方言，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会误导科学研究的方

向，导致科技资源低效使用，甚至引发腐败行向 致科技资 低效使用 甚 引发腐败行

为。科研人员一旦背离了职业道德的底线，动

摇了科学大厦的道德根基 就必须接受科学共摇了科学大厦的道德根基，就必须接受科学共

同体和社会公众的道德审判。

   



第一，科研不端/不当行为造成了学术资源和
学术生命的极大浪费。学术不端意味着社会资源学术生命的极大浪费。学术不端意味着社会资源
配置的扭曲和低效。为了争夺国家有限的学术资
源，一些人受利益驱动，弄虚作假，骗取国家科
研经费研经费。

第二，科研不端/不当行为破坏正常的学术秩
序 扼杀创新活力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没有创序，扼杀创新活力。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没有创
新就没有真正的学术，学术不端则直接伤害学术
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那些视学术为牟取科研经费
和晋升职称的手段 通过粗制滥造 假冒伪劣和晋升职称的手段，通过粗制滥造、假冒伪劣、
抄袭剽窃等方式来制造学术“成果”，从而使学
术异化和腐化的行为，必定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术异化和腐化的行为，必定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第三，科研不端/不当行为违背科学精神，贻
误人才培养。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青少
年的诚信意识 诚信行为 诚信品格关系到和谐年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格关系到和谐
社会风气的形成，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未来。
对高等学校来讲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其根本任务对高等学校来讲，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其根本任务。
能否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将影响学生的成长及成
才才

第四，科研不端/不当行为损毁学术界和知识
分子的社会公信力 学术是系统的 专门的学问，分子的社会公信力。学术是系统的、专门的学问，
学术研究则是在已有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的基础
上，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和发展，，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和发展，
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在社会分
工体系中，学术界的基本职能是传播、生产和创
造新知识造新知识。

   



第五，科研不端/不当行为加剧社会腐败的

蔓延。学术不端亵渎学术，败坏学风，其消极蔓延。学术不端亵渎学术，败坏学风，其消极

影响并不只限于学术范围之内。学术不端的病

毒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扩散性与放大效应，会

通过学术界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迅速传播和通过学术界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迅速传播和

蔓延，污染社会风气，助长社会的不道德行为。

   



严谨务实搞科研 堂堂正正做学人2、严谨务实搞科研、堂堂正正做学人

A．诚信品行

诚信的科研品行是科技工作者立身之本，立
业之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既是重大科研成果的
创造者 又是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 他们的实创造者，又是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他们的实
践表明，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就，不仅需要丰富的
科技知识 创新的思维能力 还要具有高尚的思科技知识、创新的思维能力，还要具有高尚的思
想品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每一位科技工作
者 应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优良传统者，应继承和发扬老 辈科技工作者的优良传统，
努力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
格，维护学术尊严，努力成为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格，维护学术尊严，努力成为良好学术风气的维
护者，严谨治学的力行者，优良学术道德的传承
者，让科技工作成为太阳下最干净、最值得尊敬
的 业的职业。

   



B 严谨作风B、严谨作风
严谨的工作作风是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

潜移默化形成的精神气质，是科技工作者得到潜移默化形成的精神气质，是科技工作者得到
社会各界普遍尊重的重要条件。踏实严谨的工
作习惯是科研活动的基本要求。因此，严谨的
工作态度和作风已经成为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习工作态度和作风已经成为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习
惯，融化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科技工作者
最重要的职业表征。开展科技工作，必须自觉最重要的职业表征。开展科技工作，必须自觉
把创造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既要尊重科
学规律，又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不懈奋斗、
勇攀高峰 锲而不舍抢占科技制高点 要做好勇攀高峰，锲而不舍抢占科技制高点。要做好
十年磨一剑的思想准备，耐得寂寞、受得挫折，
淡薄名利、甘为人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薄名利、甘为人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努力在平凡中体现价值，在长期艰苦探索中寻
求科学的真谛。

   



C、科学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我们常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是我们常

说的一句古话，它强调了办好事情工具和方法得
当的重要性。科学方法是千百年来科技工作者探
究出来的基本方法 具有普适性和实用性 是科究出来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适性和实用性，是科
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器”。科技工作者都是经
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培养出来的，掌握了基本的科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培养出来的，掌握了基本的科
学方法，并且在实际科研工作中不断运用，逐步
达到运用自如，融会贯通。遵循和掌握严格的科
学方法是科技工作者的谋生之道 是确立个人知学方法是科技工作者的谋生之道，是确立个人知
识结构的保障。科技工作者要秉承科学规范，在
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先进适用的科学方法。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先进适用的科学方法。
要加强学习，努力借鉴国内外优秀科研团队的创
新成果。

   



D、责任意识

科技工作者是知识的创作者 知识的传播者科技工作者是知识的创作者，知识的传播者，
更是知识的应用者。著名学者钱三强指出，“虽
然科学没有国界 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科学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科学
家的责任意识首先体现在科学家的爱国精神上，
科学家要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贡献才智和科学家要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贡献才智和
精力。其次，科学家还要对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
负责。这是因为，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是人类负责 这是因为 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是人类
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慎重考虑研究工
作的社会影响 审慎 估科研成果 能产生的社作的社会影响，审慎评估科研成果可能产生的社
会效应，是每位科学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陈厚义，贵州财经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