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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学术诚信问题成为近几年研究生教育中的热点问题。“研究生教育的学风与学术诚信保障体

系建设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现状展开实证调研，对其中的特点进行整体和差异

性分析，并提出解决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问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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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

求不断增长，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我
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全国在校研究

生人数达到４９万人，其中博士生人数达１２万人以

上，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不少高校的研究生规模也在

近几年翻了番。然而在研究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

同时，研究生“学术失范”、“学术规范教育”等问题逐

渐成为近几年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研究生出现

的论文、教材和专著剽窃、一稿多投、成果造假等学

术失范现象，给我国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损

害，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全面系统了解

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生教

育的学风与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向

全国２４所 高 校 发 放６２００份 问 卷，回 收 有 效 问 卷

５２０５份①，题目涉及研究 生 读 研 目 的、学 术 兴 趣、对

学术失范的理解等多个观测指标，较为真实全面地

反映了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的现状。

一、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的整体情况及特点

（一）我国研究生的学术兴趣整体情况较好，读

研目的存在现实考虑与学术兴趣并存的两极化

兴趣是学术生命的动力，学术兴趣有助于研究

生专心投入学术研究，也有利于真正学术成果的产

生。研究生的学术兴趣指标是衡量研究生主观上对

学术研究的 热 情 度 的 重 要 指 标。根 据 回 收 的５２０５
份问卷，７１．１％的 被 访 者 是 对 学 术 比 较 感 兴 趣 的，

１１．５％的被访者对学术非常感兴趣（见表１）。对学

术感兴趣的研究生超过８０％，这说明我国研究生的

学术兴趣整 体 情 况 比 较 良 好。有１６．４％的 研 究 生

对学术没什么 兴 趣，更 有１．１％的 研 究 生 对 学 术 有

反感情绪。这部分被访者对学术的无兴趣甚至反感

与研究生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相悖的，但这１７．５％
的被访者仍然选择读研，这里需要我们对研究生读



研的目的进行进一步的调研。
表１　研究生专业研究兴趣调查（％）

全体样本

非常感兴趣 １１．５

比较感兴趣 ７１．１

没什么兴趣 １６．４

有反感情绪 １．１

考察研究生的读研目的，我们在５２０５份样本中

发现，以学术兴趣作为读研目的并不是研究生最主

要的选择。研究生首要读研目的的比例从大到小分

别是：毕业后能找到更满意的工作、对科学或学术研

究感兴趣、暂时不想工作所以读研、对原来的工作单

位不满意、周围朋友都选择读研、为了实现父母的愿

望，以及解决户口问题等。更好地就业成为相当一

部分研究生 的 首 要 读 研 目 的，比 例 高 达４３．７％，这

种功利性的选择本身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研究生的学

术成果与学术诚信。相比而言，西方国家高等教育

已经发展成熟，读研、读博等继续深造的选择更多是

基于学术兴趣。除了基于就业和学术兴趣之外，其

他的首要读研目的大都不明确、不是研究生理性思

考后的选择。总体来说，研究生读研目的呈现就业

与学术兴趣的二元化。
表２　研究生首要读研目的调查（％）

全体样本

对科学或学术研究感兴趣 ３９．５
对原来的工作、单位不满意 ５．４

毕业后能找到更满意的工作 ４３．７
解决户口问题 ０．６

周围朋友都选择了读研 ２．１
暂时不想工作所以读研 ５．７

为了实现父母的愿望 １．３
为出国打基础 ０．６

结交更多的朋友，扩展社交圈 ０．５
其他 ０．７

（二）研究生整体学术不端行为发生频率较高，
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

５２０５份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过半数的研究生经

常或有时存在考试作弊现象，超过４０％的研究生存

在引用他人研究成果而未加标注、将他人论文拼凑

改造成自己的论文现象，超过３０％的研究生存在伪

造或篡改实验、调研、统计数据和一稿多投现象，其

他学术不端行为的比例也都在２０％以上（见表３）。
表３的统计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研究生整体学术不

端行为发生频率较高，学术诚信现状不容乐观，且学

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
表３　学术不端行为的频率（％）

经常或

有时

很少或

从不
不清楚

考试作弊 ５０．２　 ４２．２　 ７．５

引用他人研究成果

而未加标注
４３．８　 ４３．１　 １３．１

将他人论文拼凑改造成

自己的论文
４６．９　 ４１．９　 １１．２

伪造或篡改实验、调研、
统计数据等

３４．２　 ４９．４　 １６．４

一稿多投 ３１．８　 ４６．１　 ２２．１

在未参与研究的论文上署名 ２９．１　 ４７．２　 ２３．７

替他人撰写论文或

请他人代写论文
２７．４　 ５０．５　 ２２．２

自己中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

外文再投稿，或外文期刊发

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投稿
２４．２　 ４８．１　 ２７．７

（三）研 究 生 对 学 术 不 端 行 为 呈 现 较 宽 容 的 态

度，反对比例并不高

学术态度一定程序上决定学术行为，研究生的

学术态度作 为 了 解 研 究 生 学 术 诚 信 的 重 要 观 测 指

标，能够较准确反映我国研究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

认可、容忍或反对程度。根据对２４所高校研究生的

调查结果（如 表４），我 们 发 现：对 于“引 用 他 人 作 品

中资料而未注明来源”的行为，反对的仅有６２．３％，
有 高达３３．７％的研究生是理解的；对 于“伪 造 或 篡

表４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反对
理解，

但不支持
支持

说不

清楚

引用他人作品中资料

而未注明来源
６２．３　 ３３．７　 １．４　２．６

虚假罗列参考文献 ６７．２　 ２８．５　 １．７　２．６

将他人论文拼凑改造成

自己的论文
６９．７　 ２４．７　 １．８　２．８

伪造或篡改实验、调研、
统计数据等

７６．７　 １９．２　 １．５　２．５

一稿多投，但没有一稿多发 ３８．１　 ４２．８　 １４．２　４．９

一稿多发，但在成果登记时

只取其一
４７．２　 ３４．２　 １２．２　６．４

在自己未参与研究的

论文上署名
６２．８　 ３０．３　 ２．６　４．３

研究生独立完成的论文

加署导师姓名
２９．７　 ３９．９　 ２２．０　８．４

替他人撰写论文 ６７．２　 ２５．２　 ２．３　５．４

·０２· 王霁霞　张　颖　王　磊·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现状及对策研究



改实验、调研、统计数据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

为，反对比例也仅有７６．７％，仍有 将 近２０％的 研 究

生表示理解；而在“一稿多投，但没有一稿多发”现象

上，比例最高的已经是理解但不支持的选择人数了

（４２．８％），超过了反对的人数。在各种学术 不 端 行

为上，研究生都呈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反对比例整

体较低。

二、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现状的

差异性特点分析

　　在对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现状进行整体了解的

基础上，我们选择研究生类型和专业两个变量进行

差异性特点分析如下：
（一）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在读研目的

上差异性较大，在学术兴趣上差异较小

根据变量统计的结果，在读研目的上，学术型博

士、硕士比应用型硕士更多基于学术兴趣，应用型研

究生则有５５％的 比 例 是 为 了 毕 业 后 能 找 到 更 满 意

的工作（表５）。这一统计结果也符合我国关于学术

型与应用型两种类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表５　研究生首要读研目的调查（％）

学术型

硕士生

学术型

博士生

应用型

研究生

对科学或学术研究感兴趣 ３７．４　 ５５．７　 ２６．２

对原来的工作、单位不满意 ５．０　 ６．２　 ６．８

毕业后能找到更满意的工作 ４６．１　 ２７．１　 ５５．０

解决户口问题 ０．５　 １．０　 ０．６

周围朋友都选择了读研 ２．１　 ２．３　 １．５

暂时不想工作所以读研 ５．９　 ４．８　 ６．２

为了实现父母的愿望 １．４　 １．３　 ０．４

为出国打基础 ０．４　 ０．４　 １．７

结交更多的朋友，扩展社交圈 ０．５　 ０．２　 １．１

其他 ０．７　 ０．９　 ０．６

但在学术兴趣指标上，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没有

显示出很大差异，甚至应用型硕士比学术型硕士的

学术兴趣更大。此外，在学术型博士的变量中，对学

术没什么兴趣的比例竟然 高 达１０．５％，甚 至０．９％
持反感态度，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格外注意：学术型

博士是学术研究队伍的后备军，应当只有对学术非

常感兴趣的人才选择攻读博士，而现实中却有１１％
左右的博士对学术没有兴趣，这也一定程度影响研

究生的整体学术水平。

表６　研究生专业研究兴趣调查（％）

学术型硕士生 学术型博士生 应用型研究生

非常感兴趣 １０．６　 １５．５　 １０．５
比较感兴趣 ７０．４　 ７３．１　 ７１．９
没什么兴趣 １７．８　 １０．５　 １６．９
有反感情绪 １．２　 ０．９　 ０．８

（二）不同专业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差异较大

表７描述了研究生赞成学术不端行为经常或有

时发生的比例在各个不同专业中的分布，可以看出

军事类专业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频率在研究

生的认知中最少，理工农医类其次，人文社科类最为

严重，半数以上的人文社科的受调查研究生认为“考
试作弊”、“引用他人研究成果而未加标注”、“将他人

论文拼凑改造成自己的论文”这三种学术不端行为

经常或时有发生。
表７　赞成学术不端行为经常或有时发生的比例在

各专业的分布（％）

人文

社科类

理工

农医类
军事类

考试作弊 ５０．１　 ５０．４　 １８．８
引用他人研究成果而未加标注 ５２．９　 ３８．８　 １２．５

将他人论文拼凑改造成

自己的论文
５７．４　 ４１．１　 １２．５

伪造或篡改实验、调研、
统计数据等

３９．４　 ３１．４　 ６．３

一稿多投 ４１．７　 ２６．３　 ２５．０
在未参与研究的论文上署名 ３１．２　 ２８．０　 ６．３

替他人撰写论文或请他人

代写论文
３６．６　 ２２．１　 ２５．０

自己中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外

文再投稿，或外文期刊发表的

论文翻译成中文投稿
２７．６　 ２２．３　 １２．５

（三）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对学术不端

行为的态度存在差异，且在个别行为的态度中学术

博士表现出高于其他研究生的宽容度

表８描述了反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在各研究生

类别中所占的比例情况，可以看出，对大部分学术不

端行为的反对比例一般是学术型博士最高，学术型

硕士生其次，应用型研究生最低，这基本上与各不同

类型的研究生的学术追求相符。但是唯一与之相悖

的是关于“在自己未参与研究的论文上署名”一项，

学术型博士生的态度居然比其余两类研究生要更宽

容，这可能说明学术型博士生的论文压力比较大，不
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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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反对学术不端行为在各类型研究生中所占比例（％）

全体

样本

学术型

硕士生

学术型

博士生

应用型

研究生

引用他人作品中资料

而未注明来源
６２．３　 ６１．２　 ６９．８　 ５７．３

虚假罗列参考文献 ６７．３　 ６６．８　 ７０．８　 ６５．１
将他人论文拼凑改造成

自己的论文
６９．８　 ６８．３　 ８０．３　 ６１．９

伪造或篡改实验、调研、
统计数据等

７６．８　 ７５．７　 ８２．３　 ７４．９

一稿多投，但没有一稿多发 ３８．１　 ３７．５　 ４４．９　 ３０．９
一稿多发，但在成果登记时

只取其一
４７．２　 ４４．９　 ６１．９　 ３７．５

在自己未参与研究的

论文上署名
６２．９　 ６３．５　 ５９．１　 ６５．０

研究生独立完成的论文

加署导师姓名
２９．７　 ２９．６　 ３０．１　 ２９．６

替他人撰写论文 ６７．３　 ６７．１　 ７０．９　 ６２．７

三、我国研究生学术诚信问题的对策

解决研究生学术诚信问题，应当坚持教育与处

罚相结合、道德教育与规则保障两手抓。
（一）研究生学术诚信道德教育

对研究生学术道德的教育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第一，法治教育。国家法律法规是所有道德规范

的底线，对研究生进行关于学术研究的法律法规的教

育，是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教育的前提和重要内

容，使研究生在进行学术研究前就熟悉我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尊
重他人知识产权，不抄袭、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

第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对
研究生进行心理的教育，使研究生正确对待学术研

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名利，避免急功近利的心理，防止

粗制滥造、沽名钓誉的行为发生；对研究生进行心态

教育，鼓励健康的的学术争论，反对在学术竞争中进

行人身攻击；对研究生进行责任教育，使研究生树立

文责自负观念，做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研究生进

行诚实教育，倡导学生不故意夸大研究成果的学术

价值、科技含量、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踏踏实实学

习和研究，保持诚实的品质。
第三，学术论文写作等研究活动基本规范的教

育。严格遵守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认

真执行学术论文引文规范，杜绝弄虚作假、篡改捏造

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调查（实验）数据或引用的

资料等现象，是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在学术成果的形式上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进行规

范，不仅是促进研究生学术研究诚实守信的有效保

证，还可以促使研究生熟练掌握学术研究和学术活

动的基本规范，形成习惯，同时也方便学校对研究生

学术研究进行监督检查。
在教育方式上，根据研究生在成长和学术研究

方面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对研究生的教育分为三个

阶段：一是以树立崇高价值观为主要目的的入学教

育；二是以随时的直接的监督、指导为主要内容的研

究生导师日常教育；三是贯彻始终的警示教育。对

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方式也要根据研

究生在成长和学术研究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适时

作出适当的调整。
（二）研究生学术研究规范的保障体系

１．学术不诚信标准的建立

建立研究生学术研究规范的前提在于学术不诚

信标准的建立，即通过文字明确学术不诚信的内涵

和具体表现形式。在学术不诚信标准的确立方面，
可以参考国外成熟的做法。如根据美国学术诚信研

究中心的表述，“学术诚信指即使在逆境中也应该做

出的承 诺，即 遵 守 五 种 基 本 价 值 观，诚 实、信 任、公

平、尊敬、负责任”。［１］

综合国内外关于学术不诚信或学术失范的形态

研究，学术不诚信至少包括：（１）侵占、抄袭、剽窃他

人学术成果（包括论文成果、技术报告、软件程序和

研究数据等）。（２）篡改、伪造研究数据（包括试验数

据、调查数据和软件计算结果等）；隐瞒不利数据从

而用于伪造创新成果和新发现。（３）将本课题组已

有研究成果在自己的论文中不加标明而据为已有。
（４）请他人代写文章或代他人写文章，在撰写学位论

文、其它拟 发 表 论 文 的 过 程 中 进 行 文 钱 交 易 行 为。
（５）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或未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成

果中署名，合作成果未按照参与者所作贡献大小的

顺序署名的（另有合法约定的除外）。（６）发表学术

论文时未经他人同意使用他人署名，或未经项目负

责人同意标注资助项目。（７）重复发表或者变相重

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８）虚开或篡改发表文章

接受函。（９）以不正当手段影响研究成果鉴定、奖学

金评定、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和考试成绩等。（１０）诽
谤、陷害、恐吓、报复、辱骂或恶意攻击教师、论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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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评审人和其他有关人员。（１１）伪造导师或专

家推荐信及其他评定（或审批）意见，伪造导师、领导

或专家签名。（１２）未经允许私自运用、贩卖或擅自

传播本课题组技术专利、专有数据、保密资料、专用

软件等未公开的技术成果。（１３）故意夸大研究成果

的学术价值、经 济 与 社 会 效 益，对 学 校 造 成 不 良 影

响。（１４）违反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或学校有

关 保 密 的 规 定，将 应 保 密 的 学 术 事 项 对 外 泄 漏。
（１５）未经导师或项目负责人许可，将集体研究成果

私自发表或故意藏匿、隐瞒重要科研成果或科学发

现。（１６）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的行为。

２．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中具体规范的确立

包括学术引文规范，引用他人成果时应如何标

注和使用；学术署名规范，即如何在学术成果中正确

合法署名；以及学术评价规范，即被评价者（研究生）
不得干扰评价过程，不得以不正当手段影响研究成

果鉴定、奖学金评定、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和考试成

绩，否则，应对其不正当行为引发的一切后果负责。

３．研究生学术失范行为的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经过正当程序认定之后，应当根

据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对学生作出相应的处分。
当前我国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经认定为学术

失范行为的研究生，主要采取取消所有涉及学术失

范的论文、著作、科研项目等成果所带来的奖励等，
如取消奖学金或荣誉证书，通报批评；视情节和后果

轻重，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留校

察看、勒令退学、开除的处分。但针对学术不端行为

的特殊性，还应当细化处理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

就针对学术不端行为从轻到重设计了七种不同的处

理结果：一是警告。二是缓期惩戒。缓期惩戒会成

为对学生的永久性记录，并会被公开，它是指在一个

特定的时间内（一般是两年内），如果接受该惩罚的

学生有 再 次 违 反 学 术 规 范 的 行 为（不 论 其 严 重 程

度），将会受到程度更严重的惩罚，如退学、开除等。
三是学位延缓授予，即学校推迟一段时间授予学生

学位，但允许该生留在校内完成获取学位所要求的

课程。四 是 惩 戒 性 休 学。在 一 段 时 间 内 被 要 求 离

校，且当事人在此段时间内不具有学生资格。五是

有条件的复学。指接受惩戒性休学后必须要经学校

某一特定机构（实施该项惩罚的机构）认定达到一定

的要求或标准后才能复学。六是永久性开除。指被

开除学籍，并丧失重新考试入学的机会。七是严重性

的强调。它代表了校方的意愿，即对该学生违规行为

严重性的强调和将这种对严重性的强调延续到任何

在今后可能遇到的对该生行为或品德的调查中，该项

惩戒可以与除了警告之外的任何一项惩罚并处。［２］

注释：

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６２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２５０份，来源于２４所高校，回收率为８４．７％，其中有效问卷为５２０５份。地域

范围涵盖西北、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北京地区；专业分布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农学、

医学等；学校层次涵盖９８５、２１１和普通高校；研究生类型涵盖学术型研究生、专业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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