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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温家宝总理为母校的题词校友：温家宝总理为母校的题词

   



对第一句的理解：

富裕了 也应该勤俭节约 才能可持续发展富裕了，也应该勤俭节约。才能可持续发展。

对第二句的理解：

做学问 决不能虚假！虚假的东西就不是科学的做学问，决不能虚假！虚假的东西就不是科学的。   



3月15日？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在我国演变成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日”

2009年3月15日 教育部举行加强高等学

在我国演变成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日”。

2009年3月15日，教育部举行加强高等学

校学风建设座谈会上，周济部长提出，要对

学术不端行为“下猛药”，像对待假冒伪劣

产品一样“零容忍”。

3月16日，中央电视台对此做了新闻播出。

标志着教育部门在学术方面的打假问题公开化。

   



事情的起因则是如下：

   



一 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

教育部对高校学术不端的七种行为进行了认定：

1、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2、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3、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或者篡改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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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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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7、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二、学术腐败的典型案例

（一）国外典型案例

1、2002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年轻科学家舍恩论文造假

年 日 美 《科学》杂志刊登 美 物2002年11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美国物

理学家舍恩及其8名合作者的简短声明，宣布撤消2000

至2001年期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8篇论文，贝尔

实验室邀请5名外部专家对舍恩发表的90多篇文章进行

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舍恩至少在16篇论文中捏造或

篡改了实验数据。

   



2、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论文数据造假

1986年4月，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巴尔的摩和其1986年4月，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巴尔的摩和其

合作者联名在著名学术刊物《细胞》上发表了有关免疫遗

传学的论文，后因无法重复论文中的实验，被怀疑有弄虚传学的论文，后因无法重复论文中的实验，被怀疑有弄虚

作假的数据。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1991年3月，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过两轮调查，正式指责论文中有两个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过两轮调查，正式指责论文中有两个

关键实验数据是伪造的，属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巴尔的

摩于1992年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摩于1992年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

   



（二）国内典型案例（二）国内典型案例

1 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汉芯”造假1、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汉芯”造假

年 篇 络文章指责中 首款自主2006年1月17日，一篇网络文章指责中国首款自主

知识产权高端DSP芯片--“汉芯一号”发明人陈进弄虚

作假，将从美国进口来的芯片加上了汉芯字样的标志，

骗取国家上亿元无偿拨款。

   



2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刘辉的造假行为2、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刘辉的造假行为

2006年3月26日，清华大学经校务会议决定撤销

刘辉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 教授 务 解除与刘刘辉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职务，解除与刘

辉的聘任合同。

有网友反映“清华大学医学院在去年才从美国引

进的一位教授、院长助理刘辉在网上公布的论文发表

记录有水分”。

刘辉在其履历中声称“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刘辉在其履历中声称 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100余篇”，其中发现有文章严重到把那个‘Liu 

H’（纽约赛奈山医学院M.Johnson实验室的‘LiuHong’H （纽约赛奈山医学院M.Johnson实验室的 LiuHong

刘宏）的文章直接表示为刘辉的文章。

   



3、六教授终于撕下造假者的“面具”

3月20日央视《焦点访谈》以
《没有结果的“学术成果”》
为题，报道了西安交大6名老
教授举报能动学院教授 原博教授举报能动学院教授、原博
士生导师李连生剽窃他人科研
成果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奖。成果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应将此列为新生开学第一课”

“ 名揭假老教授值得尊敬”“6名揭假老教授值得尊敬”

   



4、古代案例

成语：滥竽充数

滥：失实的，假的。不会吹竽的人混在吹竽
的队伍里充数。比喻无本领的冒充有本领，次货
冒充好货冒充好货。

学术腐败 古往今来 国内外皆有之学术腐败：古往今来，国内外皆有之

   



（三）学术不端行为的分类

按动机分类：

1、无意的；

2、有意的。

按责任主体分类：

1、个人的学术不端行为；

2、集体（单位、部门）的学术不端行为。

当前的高等教育理念已经被这些不端行为所严重

腐蚀。

   



三、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根源

1、学术不端行为是我国当前对知识产权保护不重视的

一种体现；

2、学术不端行为是目前我国科技、教育领域对成果评

价、人才培养体系急功近利的表现；

3、学术不端行为是造假者本人学风不端正或不懂或管端 假 端 管

教（理）不严的结果；

4、学术不端行为中潜藏着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学术不端行为中潜藏着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

利益关系；

5、学术不端行为类似娱乐圈的“潜规则”，很多人虽痛5、学术不端行为类似娱乐圈的 潜规则 ，很多人虽痛

恨但依然接受。

   



四 学术造假危害性

1 学术造假是污染了科学净土

四、学术造假危害性

1、学术造假是污染了科学净土；

2、学术造假导致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公众心目中地位

和信任度的下降；

3 学术造假体现的是学术成果假的数量 没有任何3、学术造假体现的是学术成果假的数量，没有任何

质量，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4、学术造假危害国家创新、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

5、学术造假危害年轻人的成长；5、学术造假危害年轻人的成长；

   



6、学术造假违背高等教育育人为本的理念；

7、学术造假破坏了公平、法制的社会环境；

8、更极端一点说，学术造假导致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8、更极端 点说，学术造假导致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

的严重腐败。

“如果作为知识之源创新之本的大学尚且造假，那我们该靠什么创新？”

----一位因痛恨学术造假而放弃读博的北京某高校硕士研究生赵戈

“无论如何，学术造假都是不能原谅的。学术研究允许失败，但绝不

能造假，因为这是一个研究者的底线。”能造假，因为这是 个研究者的底线。

---北京某高校在学研究生张红伟

   



五、学术不端行为防治对策

1、国家层面：要减少（取消）评定、评比、评估；

2、学校层面要设立专门机构对学术腐败进行打击，对

学术不端行为要不包庇、不姑息，严查重罚；

3、加强道德教育，培养学术精神：要进行宣传、教育，

告知教职工、学生，什么是学术腐败，如何避免等；

4、学校要调整、修改对教职工在职称评定、干部聘用、

学生评优等方面的考评办法与考评指标；

5、修改对各类发表文章等的评价指标，实现从数量向

质量的过渡（比如文章的被引用指标、专利成果的

投入使用，而非简单的SCI、EI等）。

   



6、采用先进技术与手段，督查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本学期，许多高校开始启用中国知网研发的“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所有博士生和按比例

抽查的硕士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查重。

   



谢 谢 ！
   



殷坤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