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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两次全国博士生调查数据，对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术诚信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博士

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获取科研诚信知识途径等问题的整体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近年来我国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度降低，博士生的能力水平、承受的科研压力以及周围的学术环

境等都影响着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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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发生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

集体撤稿事件以及韩春雨撤稿事件再度引发了社会

各界对学术不端问题的热议，我国科学界和科技管

理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学术诚信、治理学

术不端。博士研究生是一国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和代表了一个国家学术环境的现状和未来走

向。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博士研究生关于学术不

端的态度和评价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有效干预。 

现有研究分析了我国博士研究生对学术不端的

态度及成因[1]，揭示我国硕士生、博士生学术不端

行为的表现、特征和表现形式[2]，探讨了导致学术不

端的原因[3-4]，并提出预防和治理学术不端的途径[5-6]。

但已有的研究大多缺乏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故只能

对局部地区或几所高校的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进行

比较研究，而且也多为单一时间点的调查，无法观

察博士生学术不端态度行为的发展趋势。受中国科

协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分别

于 2007 年和 2016 年对当年全国应届毕业博士研究

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其中 2007 年的调查在北

京、上海、武汉、兰州四个城市中随机抽取了 14 所

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 3000 名应届博士毕业生进行

调查，回收 1903 份有效问卷。2016 年的调查随机

抽取了全国 55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9289 名博士生

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4018 份。基于这两次全国

性的调查数据，笔者得以对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

院所学术诚信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博士生对学术不

端行为的态度、获取科研诚信知识的途径等问题的

整体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近年来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术诚信教育、学

术环境以及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变化 

1.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术诚信环境的变化 

在两次调查中都询问了博士生是否确知周围的

教师或同学中有人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这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国高校院所的学术诚信环

境如何。调查结果显示，在 2007 年，有超过一半

（56.7%）的博士生明确表示知道周围有人存在学术

不端行为；而在 2016 年，表示确知周围的教师或同

学中有人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的博士生比例大

约有四分之一（24.0%）。 

这一调查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近年来我国高

校和科研院所学术不端现象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学

术诚信环境有较明显的改善。但 2016 年仍有 24%

的博士生知道周围的人有抄袭作假行为，说明要根

治学术不端行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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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士生对是否知道周围有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的回答情况（%） 

2.博士生接受学术规范知识教育的情况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是博士生培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科研诚信水平的重要保证。

为此，教育部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

法》等一系列文件，出版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

术规范指南》和《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

成立了学风建设指导机构，并且要求高校普遍开设

学术规范方面的课程。从调查结果看，这些工作产

生了积极的效果。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博士生获取

学术规范、科研诚信知识的主要渠道，调查结果显

示，2007 年，博士生学术规范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

师的言传身教（66.5%的人主要通过这种方式），仅

有 21.2%的博士生从学校组织的课程/讲座中获得相

关知识。而到了 2016 年，通过学校课程获得学术规

范知识的博士生比例已经上升到 56.2%，证明学校

的学术规范教育已经大大加强。但同时也应看到，

即使在 2016 年，学校的学术规范课程的覆盖率还不

够高，多数博士生（73.5%）还是主要通过教师的

言传身教来获得学术规范知识，甚至在 2016 年仍

有 5.6%的博士生没有通过任何渠道去了解学术规

范知识。  
 

 

图 2  博士生获取学术规范知识的主要渠道（%） 

注：由于该题为多项选择题，各选项比例之和超过 100%。 

3.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变化 

在调查中难以直接询问博士生本人是否有学术

不端的行为，但我们可以通过询问其对学术不端行

为的态度从侧面了解其学术不端行为的倾向。如果

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持有宽容的态度，意味着他

们没有建立起学术底线不可触碰的坚定信念，这种暧

昧的态度也很可能成为滋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温床。 

在两次调查中，我们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觉得

学术不端行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谅”的。

2007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38.7%的博士生表示同

情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有 23.4%的博士生表示可

以原谅学术不端行为。而在 2016 年的调查中，同情

学术不端行为者的博士生比例为 26.8%，表示可以

原谅学术不端行为的博士生比例为 15.8%。与之相

应地，在 2007 年和 2016 年，对学术不端行为表示

“不同情”者的比例从 61.3%上升到 73.2%，增加

了十多个百分点；而对学术不端行为表示“不能原

谅”者的比例则从 76.6%上升到 84.2%，也有较明

显的上升。 

表 1  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是否同情学术

不端行为者 

是否原谅学术 

不端行为者 

时间

态度 
2007 年 2016 年

时间 

态度 
2007 年 2016 年

非常同情 5.4 2.9 完全可以原谅 2.3 1.6 

有点同情 33.3 23.9 基本可以原谅 21.1 14.2

不同情 61.3 73.2 不能原谅 76.6 84.2
 

从数据可以看到，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

度日趋严厉，越来越多的人对学术不端秉持“不同

情、不原谅”的态度。但仍有部分博士生没有建立起

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念，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态度。 

二、影响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态度的主要因

素分析 

1.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和兴趣 

两次调查均发现，自评学术能力越高的博士生，

以及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抱有较高期望的博士生，

都更可能对学术不端持不宽容态度，出于学术兴趣

读博的人，也更可能不宽容学术不端行为。 

以 2016 年的调查结果为例，我们发现自评学术

能力“较差”的博士生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完全

不能原谅学术不端行为，而在自评学术能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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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与“很强”的博士生中，表示完全不能原

谅学术不端行为者的比例均超过 80%。在那些出于

学术兴趣读博的博士生中，完全不能原谅学术不端

行为者的比例达到 86%，比那些并非出于学术兴趣

而读博者的比例高出约 6 个百分点。 

表 2  不同学术能力及兴趣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能否原谅学

术不端行为 

自评学术能力 是否出于学术兴趣读博

较差 一般 较强 很强 否 是 

不能 66.7 81.2 86.8 84.6 80.6 86.2 

基本可以 20.5 17.1 12.2 13.3 16.9 12.7 

完全可以 12.8 1.8 1.0 2.1 2.5 1.0 

 Chi=46.2, df=6, p<0.001 Chi=13.6, df=2, p<0.01

数据来源：2016 年博士生调查数据。表 3~表 6 同。 

随着我国博士生数量的迅速增长，一部分并无

学术追求、仅将读博作为“敲门砖”的人也进入了

博士生队伍。由于博士生就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就业前景不明确，为了增加在就业市场上的竞

争力，部分学术能力较弱的博士研究生可能会通过

学术不端行为来帮助自己顺利毕业、增加就业竞争

力，这是导致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 

2.博士生面临的科研压力 

博士生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科研任务的主力

军，在完成学业和学位论文之外，博士生还需承担

大量科研任务。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授予博士学位的

要求不断提高，往往要求博士生必须在 SCI 或 SSCI

刊物上发表至少一篇（甚至多篇）学术论文方可毕

业，由此给博士生带来的科研压力也越来越大。以

往研究表明，科研压力过大是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

重要因素之一，压力越大，越容易迫使个体降低学

术道德标准，导致学术不端行为。已有研究发现，

科研压力越大，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越宽

容[7-8]，科研压力对科学导向和关系导向科研不端行

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9]。 

两次博士生调查均发现，当前博士生群体普遍

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科研压力，而当博士生承受压力

“很大”时，他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则明显表现得

更为宽容。以 2016 年的调查为例，那些表示自己就

读期间承受压力“非常大”的博士生中，对学术不

端行为表示不同情和不原谅者的比例分别为 70.4%

和 80.3%，而那些表示读博期间压力“较小”的博

士生中，对学术不端行为持不同情和不原谅态度者

的比例分别为 77.0%和 84.6%。 

表 3  承受不同程度压力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是否同情学术不端行为 能否原谅学术不端行为

压力程度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压力非常大 70.4 23.8 5.7 80.3 16.3 3.3 

有一些压力 72.8 25.8 1.4 86.5 12.7 0.9 

压力较小 77.0 20.5 2.6 84.6 14.4 0.9 

Chi=28.9, df=4, p<0.001 Chi=20.5, df=4, p<0.001

 
3.周围学术环境 

高校学术环境是通过各类学术活动的积淀所形

成的本质的、深层的文化土壤，它以一种潜移默化

的方式影响着博士生的学术道德和科研态度[10]。如

果博士生周围的老师同学朋友中学术不端现象比较

普遍，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她）们就更可能将学

术不端行为“合理化”“常态化”，从而逐渐放宽学

术道德标准，宽容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相反，良好

的学术氛围则能帮助博士生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

观，减缓科研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学术

不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对博士生调查的数据显示，学术诚信环境对博

士生的诚信态度有相当显著的作用，周围人的学术

不端行为越少，博士生就越可能对学术不端行为持

不宽容态度。以 2016 年的调查结果为例，在那些表

示周围没有人出现过学术不端行为的博士生中，则

其对学术不端行为持“不同情”和“不原谅”态度

者的比例分别达到 74.9%和 86.2%，而那些表示知

道周围有不少人出现过学术不端行为的博士生中，

对学术不端行为持“不同情”和“不原谅”态度者

的比例要低得多，分别只有 58.1%和 62.8%。 

表 4  处于不同学术诚信环境中的博士生对 

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周围有无

人出现诚

信问题

是否同情学术不端行为 能否原谅学术不端行为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有不少 58.1 23.3 18.6 62.8 23.3 14.0

有一两个 70.0 26.7 3.2 81.4 17.1 1.5

没有 74.9 23.1 1.9 86.2 12.9 0.8

chi=83.8, df=4, p<0.001 chi=106.8, df=4,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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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受学术规范教育 

如前所述，学术规范教育是提高科研诚信水平

的重要保证。那么，接受学术规范教育能否对研究

生的学术诚信意识产生影响呢？我们从调查结果可

以看到，那些从不同渠道接受学术规范教育的研究

生，比未接受教育的研究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持更

严厉的态度。以 2016 年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同

情态度为例，从图 3 可以看到，通过课程学习、教

师言传身教和自学获得学术规范知识的博士生，对

学术不端行为表示不同情的均超过七成，而那些没

有渠道获得学术规范知识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

为表示不同情的比例只有 66.4%。 

 

图 3  博士生接受学术规范知识的渠道与其对 

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5.就读学校及专业类型 

通过进一步交叉分析，我们还发现在不同类型

学校就读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存在较明

显的差异。仍以 2016 年调查结果为例，在“985 工

程”高校就读的博士生中，对有学术不端行为者表

示“不同情”的比例达 76.3%，而在一般院校就读

的博士生中，这一比例仅有 62.4%（见表 5）。 

表 5  就读于不同类型院校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学校类型 
是否同情学术不端行为 能否原谅学术不端行为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一般院校 62.4 33.8 3.8 76.7 21.4 1.9

“211”高校 69.8 25.0 5.3 80.9 15.9 3.2

“985”高校 76.3 21.9 1.8 86.9 12.3 0.8

chi=33.3, df=4, p<0.001 chi=29.1, df=4, p<0.001

 
不同类型学校之间博士生在态度上存在的差

异，很可能与这些学校在学术诚信教育方面的重视

程度有关。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学校博士生

通过“学校课程”获取科研诚信知识者的比例，发

现在一般院校中通过学校课程了解学术诚信知识者

的比例为 48.1%，而在“985 工程”高校中，通过学

校课程获取相关知识者的比例为 58.6%。此外，“985

工程”高校中出于学术兴趣攻读博士学位者的比例

占总数的 69.2%，这一比例在一般院校博士生中为

65.0%，在“211 工程”高校博士生中为 61.2%。 

不同专业类型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的态度也存

在较明显差异，由表 6 可见，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更加严

厉，而人文社科和农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对学术不

端行为的态度则明显更为缓和。 

表 6  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 

专业类型 
是否同情学术不端行为 能否原谅学术不端行为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完全不 有点 非常

自然科学类 76.4 21.9 1.7 86.6 12.3 1.1

农业科学类 63.4 30.1 6.5 73.1 22.6 4.3

医药科学类 67.1 27.8 5.1 82.3 17.1 0.6

工程技术科学类 75.3 22.1 2.6 84.5 13.9 1.5

人文社会科学类 63.6 31.0 5.4 80.3 17.2 2.5

chi=33.4, df=8, p<0.001 chi=19.7, df=8, p<0.001

三、小结与建议 

学术诚信是一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在我国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后，学术诚信更是得到

政府和科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加强对博士研究生

的学术诚信教育，是提高科研诚信水平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国家教育、科技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和措施，强化对研究生的学术诚信教育。2018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特别提到

要加强对科研人员、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学术诚信教

育问题。比较 2007 年和 2016 年两次对博士生的调

查数据，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学

术诚信教育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术诚

信教育覆盖面明显扩大，学术环境日趋规范，博士

生对学术不端行为容忍度降低。但我们同时也应该

看到，学术诚信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两期调查结果表明，博士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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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诚信教育还存在较大挑战：诚信教育的覆盖率和

质量仍有待提高，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治制度仍有

待完善，仍有部分博士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态

度，有必要加强教育和管理，以期从源头上杜绝学

术不端行为。 

基于此次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强化高校

和科研院所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的建议： 

1.在研究生招考制度中，探索以考量学术兴趣

和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机制 

博士生招考时除衡量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外，还应

重点考察其学术兴趣、专业能力和研究成果，严把入

学关，选拔培养有较强科研潜力和研究兴趣的优秀学

生，避免录取未来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概率较高的考生。 

2.在研究生教育中，探索合理有效的淘汰机制，

加强对博士生的筛选和淘汰 

应借鉴国外研究生淘汰机制的经验，通过课程

考查和资格审核方式淘汰不合格的博士研究生，保

证博士生的能力和素质。 

3.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课程

的覆盖面和质量 

面向高校师生全面开展学术规范普及教育，针

对博士生开设必修的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同时下力

气提高课程的质量和实用性，保证博士生能够通过

课程真正学习和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并以之

规范自己的科研活动。 

4.继续完善学术不端行为惩罚制度，提高学术

不端行为的成本 

虽然教育部和各高校都相继出台了相关规范和

措施来遏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蔓延，但由于缺乏

对现行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执行，缺乏对学术不端行

为的严厉约束，学术不端现象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

部分博士生出于侥幸心理，依然铤而走险，通过学

术不端行为获取收益。因此，今后的学术道德建设

工作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做好必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则是要切实执行学术不端行为惩罚制度，

“乱世用重典”的古训至今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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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二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在南京召开 
本刊讯（记者 黄欢）2018 年 12 月 6~7 日，全国第十二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在南京召开。

会议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主办，江苏省教育厅、南京中医药大学承办。本次会议的主

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评估”。会议分大会报告和平行论坛两个环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黄宝印，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解孝林，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瑞，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天津市教委副主任白海力，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分别作了大会报

告。厦门大学副校长江云宝、郑州大学副校长关绍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等 16 名专家，

分两个会场，就学科内涵建设、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国特色大学评价体系构建等主题作了平行论坛报

告。与会 800 余名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及专家报告内容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