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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

皖教工委〔2009〕8 号
学术道德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规范，是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保证。学术道

德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与学风、校风、教风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学术道德是社会

道德的重要方面，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为了加强高等学校学术道德

建设，严肃学术纪律，规范学术行为，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学术自律，维护学术和学者的尊严

高等学校学术研究应该严格遵守下列基本道德规范：

1、坚持正确方向。学术研究应以马克思列宁王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2、遵守国家法律。学术研究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新闻宣传、民族宗教、保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

3、树立良好学风。正确对待学术荣誉，尊重他人学术成果，反对抄袭剽窃，反对伪造、

篡改文献资料、实验数据，自觉营造良好学风，做学术道德的维护者、践行者和弘扬者。

4、热爱学术事业。不断增强维护学术道德的历史使命感、政治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

勇于承担学术责任，认真履行学术义务，潜心开展科学研究，积极推动学术进步，不断进行

学术创新。

5、锐意求是创新。学术研究应以追求方法创新、理论创新、

观点创新、领域创新、应用创新为目标，避免低水平重复。

6、正确行使学术权力。在学术评价活动中，认真履行职责，发扬学术民主，客观公正、

不循私情，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杜绝权学、钱学交易等腐败行为。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

7、积极开展学术批评。勇于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推动不同学术

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与学术争鸣。学术批评应该以学术为中心，以理服人。批评

者应正当行使学术批评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故意夸大或贬低成果的价值，不得

污辱人格或进行人身攻击，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但不得利用职权或学术声誉对批评者

进行压制或打击报复。

8、规范引用学术成果。引用他人学术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是否发表，均

应详加注释，注明出处。不得把所引用的他人学术成果构成自己学术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实质

部分。

9、认真履行科研合同。凡接受合法资助的研究项目，其最终成果的内容和形式应与项

目申请书和立项通知相一致；若需变动，应事先征得资助方和项目批准方的同意。研究成果

发表时，应按照要求标注项目来源、资助单位和项目批号。



10、落款署名实事求是。未参加实际研究或论著写作不得在成果上署名，未经原作者同

意不得在别人发表的成果中署名。合作成果应按照对该成果所作贡献大小的顺序署名(另有

署名惯例或作者另有约定的除外)。合作成果在发表前要经过所有署名人审阅，署名人应对

本人完成部分负责，成果主持人应对成果整体负责。不得重复或变相重复发表学术成果。另

有约定再次发表时，应注明出处。

11、如实登记学术经历。在填写、登记自己或他人的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时，不得弄虚

作假，不得将他人成果据为已有，不得改动署名排序，不得改变成果性质。

12、客观介绍学术业绩。介绍自己或他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业绩时，应客观、公正、全

面、准确，不得因个人利益、局部利益而夸大、虚报或贬低、瞒报他人的学术业绩。

二、建立规章制度，为学术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高等学校应建立完善以下制度：

13、学术评价制度。制定学术评价制度，按照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进行学术评价。

要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获得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

论，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作为衡量成果质量的主要指标。坚决克服简单以数量多少评

价学术水平、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建立符合各学科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在学科评

估、职称评聘、论文答辩、论文发表、著作出版、成果奖励等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

系。

学校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等学术评价机构应严格遵

守评价制度、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客观、准确地提出评价意见，并对评价意见负责。

14、同行专家评价和优秀成果代表作制度。对学术的评价应由相同或相近学科的专家作

出。应把优秀成果代表作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主要依据。在学术评价过程中，应实行回避制

度、民主表决制度，建立专家学术评价信誉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15、学术刊物来稿审读制度。高等学校出版社、学术期刊编辑部要进一步完善学术刊物

来稿审读制度，明确审读原则、审读程序、审读要求和审读责任。逐步建立并实行作者和审

稿人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从出版与发表环节上，堵塞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和抄袭剽窃的漏

洞，切实把好学术成果的出口关。

16、学术道德建设考核评议制度。把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和教师

教学、科研考核的内容，进行考核评议，促进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

17、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完善科研项目评审、学术成果鉴定程序，实行申报信息公开

制、异议材料复核制、评审结果公示制、投诉受理制等制度，增加科研管理工作的公开性和

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评审公开、公正、公平。

三、增强责任意识，把学术道德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8、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校长是学校学术道德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加强学

术道德建设的责任。学校要制定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具体意见，建立完善学术道德建设的工

作机制，形成良好的政策导向，全面推进学校学术道德建设。

19、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认真受理并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20、加强学术道德宣传教育。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形式，加强学术道德宣传教育，努力

培养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形成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以

违反学术道德为耻的良好风气。将职业道德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

识作为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的重要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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