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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研究生学术不诚信现象是由社会风气浮躁、科研考评体系不尽合理、研究生扩招、

监督制度不严以及研究生急功近利思想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建立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

系不仅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当遵循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学校制定与学生参与相结合、学校与社会诚信保障体系相结合的原则, 在内容方面, 应当

包括学术不诚信标准的确立、学术不诚信的处理结果、处理程序、申诉与司法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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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 � 近年来,论文抄袭、数据造假等学术不诚信现象

日益突出,学术失范现象、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有的性质还非常恶劣, 学术诚信问题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教育领域里,由于研究生相

比本科生有明显的科研角色, 研究生学术诚信问题

更加突出。为了解决学术不诚信问题, 近几年教育

部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

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试

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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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拟为建立学术诚信保障体系提供

指导方向和意见。

无论从现实情况还是从制度本身的价值出发,

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建立都十分必要, 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利于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教育整

体良性发展。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

学术性, 而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关键在于学术诚信程度的保障。从世界范围内来

看,学术不诚信是研究生教育领域普遍遇到的问题。

但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学术诚信,视其为

治校的根本,作为校园学术生命赖以生存和繁荣的

基础。以美国为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历年的全

美大学排行榜,都将学术声望作为第一指标,权重一

直为 25% ,是确定学校排名的最重要的因素。[ 1] 研

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建立, 是确保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重要条件。由于研究生教育在整个教育领域

中的高端作用,研究生教育的水平一定程度上还决

定了一个国家教育整体的发展高度, 因此,研究生学

术诚信保障体系无论对研究生教育还是整个教育领



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为科技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研究生教育

是为社会输送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研究生的学术

诚信直接影响未来科技工作者的诚信水平。必须在

校园里就通过制度保障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术素养

和品德,将来从事科技工作才能一以贯之以诚信作

为学术的生命, 从而确保科技发展的纯洁性。

第三,有利于整体社会风气的净化。校园学风

是一个社会风气的缩影, 也被称为社会中的一块净

土。如果一个社会连校园都不具有求真务实、实事

求是的作风, 那么整体社会的风气都不可能纯净。

校园里的学术诚信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净化具有积极

的引导作用。

二、研究生出现学术诚信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研究生出现学术诚信问题的原因一直是学术诚

信课题研究的重点。刘志波等人 2006 年对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 420名研究

生进行了�关于研究生学术诚信危机问题的问卷调
查�, 结果显示: 35� 1%的研究生认为研究生学术道
德素质不高是研究生学术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

58� 1%的研究生认为研究生科学素质不高是研究生

学术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 76� 5%的研究生认为教
师学术失信和师生关系不佳是研究生学术诚信危机

的重要原因; 50%的研究生认为缺少学术诚信教育

课程是研究生学术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 60� 8%的

研究生认为学术奖惩制度不健全是研究生学术诚信

危机的重要原因; 44� 1%的研究生认为研究生学术
考核过于量化是研究生学术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

64� 3%的研究生认为学术出版市场不够规范影响了

学术诚信, 是造成研究生学术诚信危机的重要

原因。[ 2]

事实上, 造成研究生出现学术诚信问题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既有外部环境造成的因素, 也有内在

因素。

(一)外因方面

外因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风气浮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

期,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体制、机制

并不完善时迎来了市场经济大潮,直接导致了社会

上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一夜成名、尽量多出成

果等成为部分科研工作者的主流思想, 这样必定造

成能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急功

近利搞实惠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浮躁的风气能够影

响导师,自然也会影响研究生。

第二,科研考评体系不尽合理。已有的科研考

评体系基本只注重�量�, 而不注重�质�。关注的重

点在于发表了多少篇什么级别的文章, 出版了多少

部专著。重量不重质的考评体系必然使得科研工作

者,包括研究生在内, 追求�量�上的文章与著作, 而

要达到�量�的快速增长就很难避免抄袭等学术不端
行为发生。

第三,导师超量带学生。以前一个导师仅带一

两名研究生,对研究生的指导时间也比较多,如果学

生出现学术失范现象导师一般也能及时发现。研究

生扩招以后,每个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是以前的四五

倍,有的学生一年都得不到导师一次指导,研究生出

现学术失范行为导师也很难有机会去发现和指正。

由于扩招使导师在研究生学术诚信中的作用大大

降低。

第四,监督制度不严。已有制度对学术不诚信

行为的监督非常不力, 不能起到根本性限制学术不

端行为的效果。根据调查,一些高校中学生因平时

做论文作业时存在抄袭行为而受到过严厉处分的比

例只占 4� 0%。[ 3]
学校对学术不诚信行为的处理存

在过轻的问题。

此外, 网络的便利也大大降低了研究生学术不

诚信行为实施的成本。

(二)内因方面

一方面是个人急功近利思想。受社会浮躁风气

的影响,一些研究生也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短期

内想积累大量量化成果, 必然导致学术不端行为。

另一方面是个人轻信能够避免惩罚。很多研究生也

知道抄袭是学术不端行为,也深知一旦被惩罚会导

致延期毕业甚至学位证无法获得等后果, 但却轻信

能够避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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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

� � (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原则

学术诚信首先是一种自我约束。没有自己对学

术诚信的信仰和追求, 仅仅依赖于外部的惩罚手段

很难形成纯洁的学术风气。以美国为例, 美国大学

的学术诚信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学术荣誉制度�

( The honor sy stem)的建立。通过建立学生自我约

束的荣誉制度, 保障学生自己约束自己、遵循学术诚

信要求。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荣誉制度�要求所

有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在入学前都要做出书面承

诺, 保证从入校起恪守自己的学术诚信 ( Academic

integrity)。具体包括: 自觉遵守和维护普林斯顿大

学关于考试的各项制度以及平时提交学术性作业的

各项学术规范。
[ 4]

只有将自律与他律很好地结合, 而且必须充分

发挥了自律的作用,有效的学术诚信保障体系才能

真正建立。

(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内容自然离不开对违反学

术诚信行为的惩罚。而且, 从世界著名大学的经验

来看,学术诚信的处罚都比较重,尤其是剽窃。如美

国哈佛大学的�学习生活指南�上面,用加大加粗的

字体这样写道: �独立思想是美国学界的最高价值。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对把他人的著

作或者观点化为己有 � � � 即所谓剽窃。� [ 5]
对剽窃的

处罚可以重到开除及至所谓严重性的 强调

( Ce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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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但惩罚只是手段,惩罚并不是学术诚信保障体

系的目的,目的仍然是对学生的教育作用。因此, 在

保障体系的内容安排方面, 要针对不同的学术不端

行为制定不同的处理方式, 同时要严格保障处理程

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以及学生的申诉权利等。

(三)学校制定与学生参与相结合原则

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制定过程非常重要, 它直

接对学生具有约束力, 因此,在制定过程中要注重对

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实施对象 � � � 学生的意见的吸
收以及参与。只有学生也参与到学术诚信保障体系

的制定过程中,他们才能深刻体会到自己也是学术

共同体的一名成员, 这样制定出来的体系在实施中

也更能得到学生的遵守。例如,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的荣誉守则是由学生于1962年投票通过的。此外,

许多荣誉守则制度都规定学生有检举作弊的义务,

并享有参与判定处罚的权利。如弗吉尼亚大学的荣

誉制度的主体执行者是全体学生, 每个学院定期选

出两名代表作为学生法官,一旦发现同学中有违反

荣誉制度的行为(即说谎、作弊、欺骗和偷窃等) , 学

生法官将会做出法律裁决。这种做法在美国大学中

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为, 参与的过程是一个

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 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增加了对

学术诚信的内涵及实质的理解, 而不再仅仅局限于

考试不作弊、论文不照抄的层面上。吸纳学生参与

制订、实施学术诚信规范,这样做既增强了学生的学

术荣誉感和纪律观念, 也有效地发挥了学术诚信的

自我教育功效,并在学生与教师、校方之间形成一个

良好的互动。[ 7]

(四)学校与社会诚信保障体系相结合原则

现阶段尽管已有部分高校通过建立学术不端行

为检索系统等方式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查处,但效

果并不十分理想,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校与

社会的诚信保障体系没有连动, 即学校内的诚信纪

录对一个学生的社会诚信纪录没有影响。从发达国

家的经验来看,学校与社会的诚信保障体系是联结

在一起的,一个学生在校期间作弊或抄袭、剽窃, 今

后走向社会几乎寸步难行,被社会认为是一个丧失

诚信的人, 没有办法办理贷款、建立公司等多种业

务,即在学期间的不诚信行为会让一个学生也许付

出一生的代价。通过学校与社会诚信保障体系的互

相结合,才能真正对学生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力, 将学

术不端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四、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学术不诚信标准的建立

学术诚信保障体系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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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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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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将�学术不诚信�进一步具

体划分为四种类型: ( 1)作弊: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 故

意和(或)企图利用欺骗手段, 诈称为自己的学术成

果。( 2)伪造或篡改: 伪造指学术论文中的某些数

据,不是经过研究试验得出的结果,而是作者自己编

造的行为;篡改则指根据作者自己写作的需要,对引

用的数据、资料擅自进行修改的行为。( 3)剽窃: 在

任何学术活动中,蓄意使用他人的观点或者文字用

于自己的工作的行为。包括提交全部或部分的无引

文内容、使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者他人以前的学期

论文。( 4)蓄意不诚实:故意帮助或企图帮助他人实

施学术不诚实的行为,包括在考试中替考,或者允许

他人使用自己的论文、报告或学术著作。
[ 8]
这些客观

分类和标准,一定程度上更加明确了学术不诚信的

具体形式,也使学生能够更加清楚地知晓学术不诚

信行为的范围。

中国第一部学术诚信方面的规范 � � � �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已经为学术

诚信提供了一定的界定标准, 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

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研究生学术诚信保

障体系的建立还需要对研究生学术诚信标准进行细

致和明确的规定。

(二)学术不诚信的处理程序

学术不诚信行为发生之后应当如何处理, 或者

说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处理有争议的学术不诚信行

为是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广义的处理程

序包括校内处理程序与事后的申诉程序, 此处仅就

校内处理程序进行讨论, 校内处理程序应当至少包

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术不诚信处理的启动程序。学术不诚

信事件由谁来启动,如何启动是学术不诚信处理程

序的前提。一般来说, 任何人都有权向处理主体提

交对某学生的具体论文或著作学术诚信的质疑。

2010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

国的覆灭�就是由网友向复旦大学提交的学术诚信
质疑申请。

第二,学术不诚信事件的处理主体。由哪个主

体来受理学术不诚信事件是学术不诚信事件处理的

关键。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基本上是由学校的学术

委员会受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处理主体除了应

当具有学术性, 也应当具有自治性与民主性。以美

国的经验来看,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负责处理学生

学术不诚信事件的主体是所谓的师生委员会,该机

构由 5名学生代表、4 名教师代表、1 名院主任助理

(作为秘书, 不参与投票)和主管校园生活的副校长

(作为委员会主席, 但仅在裁决投票处于平局时投

票)组成。收到学术违规裁决的学生如果对处理结

果不服也可以通过上诉程序提请对该裁决重审。[ 9]

第三,学术不诚信事件的处理手段。处理手段

方面公认的包括两种: 一个是科技手段,即学术不端

行为检索软件等, 通过科技手段识别可能存在的抄

袭等不端行为;另一个是学术共同体的认定,在科技

手段的基础上,仍然要由学术共同体的代表对争议

的行为进行认定。

此外,为了保证处理结果的公平,还应当有允许

当事人申辩的程序和机会,对于因学术不端行为而

拟做出开除等不利后果的情况, 还应当经过听证

程序。

最后, 对于所有学术不诚信事件的处理结果都

应当公布。如普林斯顿大学每年都要就学生学术违

规的处理情况进行公开报告。[ 10]

(三)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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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有对研究生的处分种类包括: 警告、严重警

告、纪过、留校查看、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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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 ; 二是缓

期惩戒( Disciplinary probat 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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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thholding of deg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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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spen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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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d w ithdraw 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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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ulsion) ,指被开除学籍, 并丧失重新考试

�60� 张 � 颖�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研究



入学的机会。七是严重性的强调 ( Censur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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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在研究生

学术诚信保障体系之内, 应当对处理结果进行细化,

突出学术诚信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四)申诉与司法程序

在学校内部处理程序完成之后, 不服处理结果

的当事人或申请人, 还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 如

向教育行政部门对处理结果提起申诉。如果由于学

术不端行为导致了开除、勒令退学等涉及学生身份

事项时, 还应当允许学生提起司法救济, 即行政

诉讼。

除了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自身内容外, 还

应当对与该制度相关的一些配套制度进行完善, 具

体包括:一是建立科学的研究成果评价体系。这一

体系的建立关系到研究生学术造假的主要外部因

素,只有建立了合理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才能

从制度上杜绝急功近利、盲目追求� 量�而不重视
�质�的学术气氛。二是建立学术诚信档案。学术诚

信档案的建立对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实施非常重

要,只有将学术与社会的诚信纪录进行连动,建立学

术诚信档案,才能对学术不端行为起到有效的制约

作用。三是建立综合的学术诚信教育体系。研究生

的教育除了学术能力的培养,还要注重诚信和品德

的教育,而这一点对我国目前的研究生教育来说是

比较缺失的。国外的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学术诚信

这一项内容,如美国研究生一进校,学校进行入学教

育的内容之一就是告诫他们,抄袭被视为一种非常

严重的道德问题, 轻则媒体曝光,重则开除学籍甚至

会被要求承担法律责任。有的国家,包括美、英、澳

等国还把�研究生道德行为规范�作为一门必修课来

开设。
[ 12]
这些方式都可以成为我国开展学术诚信教

育课堂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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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Assurance System for Gr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Honesty

ZHANG Ying

( Bei j ing Univ er si t y of S ci ence and T echnology , Be ij ing 100083)

Abstract: The causes of gr 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dishonesty include bad social influence, defect ive evaluation sy st ems,

ex cessively enlarg ed enrollments, lax super vision, and student s� w ish for instant success. An academic honesty assurance

sy stem is bo th import ant and highly necessa ry. This system should integ rate self discipline w ith superv ision, punishment w ith

educat ion, univ ersity administ ration with st udent par ticipation, and schoo l pro cedures w ith social honest y assurance sy st ems.

For effect ive implementation, such a system should establish the cr iter ion of academ ic dishonesty as w ell as cor responding

pr ocedures o f treatment, appeals and legal action.

Key words: academic honesty ; assurance sy stem; gr 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hon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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