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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为了更加全面详实的了解我国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

设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课题组对我国高校进行了抽样

调查，选择了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的 13所大学，同时也对

国外高校进行了抽样调查，涉及五大洲、32个国家或地区、

130所高等学校。调研内容涉及到高校的学术诚信体系与

法规建设、落实机制及诚信教育等方面，并进行了有关内

容的比较研究。归纳起来看，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如下。

1. 法律法规不健全，学术诚信体系建设不完善。从抽

样的我国13所高校来看，基本上都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或

有关条款，在法规制度建设上总体情况较好，也有个别高

校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深入研究发现大多数制度的规定

比较粗浅，不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对学术不端行为处理

的规定不具体，有的规定甚至还有诸多的残缺，不适应发

展的需要，导致制度不能很好的执行。分析其原因主要是

法治思维未深入人心，法规执行能力有待于加强。具体来

讲，就是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不完善，学术诚信教育不

到位，制度原则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学术不端

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侥幸心理。

2. 法规制度执行不严格、不规范，奖惩不到位。选择

性执行制度，寻找各种理由软化制度执行或者降低等级执

行处罚制度等等，这些现象并不少见；执行制度不严格、不

规范，奖惩不分明、力度不足，激励性和约束力被大打折

扣，激励制度没有很好的起到奖励、引导、树立学习典型的

作用，处罚制度也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原因

是高校对学术诚信体系建设及执行机制落实的思想认识

还没有完全到位，在执行法规制度的处罚环节上还不够严

格，不仅导致违规成本小，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约束力不

足，而且还对学术诚信的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

3. 学术诚信教育还有待于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开展。

高校在学术诚信教育环节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还不

够系统、深入、全面，少数人还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少数

学生的诚信、自律意识还较薄弱，个别人还存在不同程度

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诚信教育不到位，学术诚信意识不

浓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体系人员的认识不到位，信息公开

不够，学术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

二、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

1. 强化依法治理意识，把学术诚信教育纳入经常性教

育体系。高校要从领导到一般师生全员强化依法办学、依

法治校意识，建立价值判断准则，将学术诚信教育制度化、

经常化、系统化。加强对学生学术诚信的正面引导，进而

使学生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习惯；从全面维护学术诚信开

始，建立塑造和培育的人才必须具有高度的诚信意识与品

格的观念；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始，将学术诚信意识与理念

教育纳入必修内容，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融入思维和血

液；从教学与科研的每个环节践行学术诚信，引导师生学

术诚信，使学术诚信成为大学风尚。

2. 完善学术诚信管理组织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学术诚信管理组织体系的首要工作是加强高校学术委员

会建设。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管理学术诚信和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调查评判机构，负责推进学风建

设，调查评判学术不端行为等工作。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

道德委员会，作为管理学术诚信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执

行机构，除了制定有关学术诚信法规制度外，对涉嫌学术

不端的行为应开展独立调查，审查并认定其涉嫌学术不端

行为的事实，仲裁有关行为的争议，向学术委员会报告调

查结果，并向学术委员会提出处理建议。学术道德委员会

应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学术诚信相关日常事务，收集和整

理资料、提供咨询、受理举报和反馈调查处理结果等工作。

完善学术诚信管理组织体系的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强

化高校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及学

生诚信自律组织建设。基层学院学术委员会必须健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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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强化工作职责，加强师生学术诚信教育和管理，必

要时成立调查组对涉嫌学术不端的行为进行基础调查，提

出初步处理意见。在规章制度建设中，必须细化具体规

定，如明确调查组构成、调查程序、时间要求、结论产生机

制等。鼓励和引导学生成立学生学术诚信自律组织，指导

其开展弘扬学术诚信、抵制学术不端的系列活动。

3. 健全学术诚信体系，优化法规制度设计。重新审视

现有学术诚信体系，优化法规制度体系的内容与实施细

则。按照法律体系（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分门别类的

梳理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中规定和确认权利与义务以

及职权和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梳理保障实体权利与义

务能顺利实现的程序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查漏补缺，

细化完善，构建完整体系。根据学术发展、新技术新媒体

发展新特点，对新领域可能的空白与漏洞进行管理规范。

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效防治抄袭、论文剽窃等已

经基本不存在技术问题，那么在优化法规制度时，必须明

确界定文字复制比上限，学术观点相似认定细则。在制度

建设的过程中，要强化正面引导和规范要求，注重科学性

与合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内容系统

性与措施完善性、环节衔接性与治理实效性相结合，真正

实现制度的教育引导、源头治理、预防治本的作用。

建立与完善高校学术诚信档案制度。为了弘扬遵守

学术诚信、抵制学术欺诈、营造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客观

公正的记载、跟踪、披露学术活动情况，保证诚信者得到认

可和肯定，失信者受到谴责和惩戒。这样既实现了正面教

育引导激励，又起到了反面警示教育处罚的作用。凡是师

生所涉及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含学习）活动，都是学术诚信

档案记载的内容。具体记载内容涉及到：个人简历、论文

发表、项目研究、学术专著（教材）、学术奖励、不诚信行为、

学术不端行为等若干方面。

4. 严格学术诚信法规执行，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

科学设计学术不端行为惩处机制与执行程序，规范执行机

制与体系。全面执行激励制度，大张旗鼓的奖励那些刻苦

学习、勤奋努力、潜心研究、乐于奉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营造崇尚遵纪守法、学术诚信者的校园氛围。坚决严格执

行处罚制度，凡是制度明文规定的义务和行为规范，只要

违反都应一视同仁的坚决调查处理，绝不纵容，充分体现

严刑峻法的态度和决心，杜绝出现“人情案”、“关系案”、

“金钱案”等现象，按照依法治校要求，努力做到事实认定

符合客观真相、处理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处理过程符合程

序公正，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

建立学术诚信信息公开制度与机制。充分利用校园

网络资源，学习借鉴国内外高校的经验，全面实施学术诚

信相关信息公开。学习借鉴四川大学建立的学术诚信与

科学探索网站经验，将有关学术诚信的制度、规范、指南、

案例、研究动态、举报等内容全面系统的公开在网站中，并

设计搜索功能，用学术诚信关键词，实现随时访问就能查

找到相关内容。将涉及学术的相关内容嵌入图书馆的网

页中，如图书资料、学术活动信息、学术诚信档案、学术诚

信政策、学术诚信规范、查重复率软件、学术诚信典型案例

等，以方便学习和查阅。

建立学术诚信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学校应该建立

由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督导督察委员

会委员、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组成的学术诚信监督检查

委员会，机构独立设置，定期对学校师生学术诚信进行监

督检查，特别是对学术诚信案例进行重点抽查，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以督促学校、教师、学生加强自律，规范行为。

在强化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面在学术诚信体系建设责任

中，学校负有领导管理责任；教师除了自身以身作则之外，

还对学生负有主导责任；学生责任是做好自律。在严格学

术诚信法规执行，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的过程中，每个

环节与程序都要有一定比例的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参与，

这既起到了正面教育引导的作用，也是实现公开透明、监

督检查、追求公平正义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更是培养坚

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必不可少的实践过程。学生和教师代表实行任期制，每年

或两年为一个任期，也可以连任，但最多不能超过两个任

期。这样可以一定程度的保证监督的有效性。

5. 全面开展校园学术诚信文化氛围营造。一是开展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学术诚信文化氛围。如开

展学术诚信宣传周活动、学术诚信社团活动、学术诚信作

品展览（包括获奖课题、专著、优秀论文、发明专利、毕业论

文等）、辩论比赛、志愿者服务、模拟法庭、表彰大会等。在

每学年对学生的操行评定中，增加遵守学术诚信情况的内

容。这是考察学生在课余时间的思想道德行为表现的有

效途径之一。二是开展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营造学术诚信

文化氛围。通过静态有形的人文景观如园林、景观、道路

建设与命名，建筑雕塑设计、诚信长廊、道德墙等形式展示

校园诚信文化；通过动态无形的校风、教风、学风、校规等，

体现学校思想政治方向、工作标准、治学态度、求真务实、

团结协作精神，耳濡目染的教育学生，实现“近朱者赤”的

环境育人功能。维护学术诚信以及诚信社会的良好道德

风尚，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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