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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道德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和规

范，是保证学术正常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实现学术积累和创新的根

本保障。北京大学具有崇尚科学民主的优良传统。探究真理，追求卓

越，是历史赋予北大人的使命；消除赝品，拒绝平庸，是传统赋予北

大人的责任。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是对每个北大人的基本要

求。　 

  当前，在高等学校的学术活动中，部分地存在着道德失准，行为

失范的问题。一些学者违背学术研究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或媚于世俗，热衷炒作；更有甚者，丧失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为手

段换取一时之名利。这些行为和现象如不加以制约，将严重污染学术

环境，影响学术声誉，阻碍学术进步，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和民族创新

能力。　 

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履行学术创新的使命，北京大学将大力推进

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努力净化学术风气、树立学者风范。  

 

二、学术道德规范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北京大学在学术道德规范建设方面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营造自由

健康的学术氛围，建立系统完善的规章制度，提升广大师生的学术道

德水准，鼓励真正的学术创新。学术道德规范建设要贯穿学术民主、

教授治校和追求卓越的理念。 

  为实现上述建设目标，北京大学在学术道德规范建设上将遵循以

下原则： 

  1．建设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和谐统一的学术氛围 



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在于学术研究的自由意志、独立精神和批判

意识；既要积极推崇并维护学者的学术自由，也要倡导学者在自由表

达学术观点的同时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 

2．建设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有机结合的控制机制 

一方面，倡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

加强对学术失范的监控和惩处；另一方面，积极提倡学者自觉地尊重、

维护和实践科研活动的职业道德，将学术规范自觉地内化为自身科学

活动的行为准则及价值取向。 

3．建设事先预防和事后处理互为补充的教育手段 

  对于学术失范事件，要根据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惩处。同时，

要着重致力于学术失范的预防机制建设，避免潜在的学术失范现象的

发生。 

  4．建设表现形式与实质内容并重的成果评价体系 

一方面倡导学者要从细节做起，注重基础性的形式规范，对于研

究过程中包括引文注释、观点引证等技术、形式层面的具体规则精益

求精；同时更要从追求原创性和实质性进展、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

运用科学的学术批评等内容层面形成研究成果的规范性评价。 

 

三、学术道德规范建设的实施 

  1．加强领导，全面部署 

  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校主要领导要亲自负责学

术规范建设工作，形成全校师生全面动员、共同参与，各单位齐抓共

管、分工负责标本兼治的工作格局。要将学术规范建设纳入学校的整

体工作之中，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使这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落实机构，事有专管 

  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道德委员会，负责制定、解释和评估学校

学术道德方面的政策、规定和存在的问题，接受对学术道德问题的举

报，对有关学术道德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向校长提供明确的调查结

论和处理建议。学术道德委员会委托专门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3．修订规章，完善制度 



  修订《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进一步规范学术评价机制

和评价体系；修订本科生和研究生学术规范的相关规定，建立学位论

文失范追究导师责任制度。通过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为加强学术规

范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4．宣传教育，防微杜渐 

  要组织全体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广泛参与讨论修订相关规章制

度；要分学科加大力度建设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类（研究方法、工具

书介绍、科学研究规范、研究现状）课程；要编发不同学科的学术规

范细则和典型案例；要在人员聘任、新生入校时，加强学术规范教育。

要充分利用学校各种资源，以多种渠道和途径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力

度，营造学者自律的良好学术道德氛围。 

  5．专项投入，保障经费 

学校设立专项经费，用于相关课题的研究，相关材料的整理、编

辑、印发，以及其他专项工作的支出。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创新取决于学者群体对学术道德规范

的尊崇和执着。北京大学的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要在学术道德问

题上统一认识，按照本建设方案提出的理念、目标、原则和方向，求

真务实，奋发进取，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