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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诚信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文静 嘉宾 许智宏 中国科学院科学道

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校长 苗德岁 《科研道德：倡导

负责行为》中文版译者、现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 郜元宝 《

诚实做学问：从大一到教授》中文版译者、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 对于科学技术，现代人都持肯定态度，一件消费品一旦

经过“科学检验”或“被科学所证实”，那么公众对它的信

心就会大大增强。但是，公众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当诸

如“汉芯一号”等一些事件被披露出来后，公众会惊讶、怀

疑继而愤怒。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

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近日，出版界推

出了两本有关学术规范、科研道德方面的书。一本是由北京

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另一本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诚实做学问：从大一到教

授》的学术规范工具书。 周光召院士在《科研道德：倡导负

责行为》的序言中说，中国科学院决定将该书赠送给每一位

院士，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带头从自身做起，洁身自好，严

以律己，求真务实，淡泊名利，坚持发扬优秀的科学道德与

学风，共同杜绝个别违法和有损道德的行为。 这两本来自美

国的学术规范图书，是否能成为我国科技界端正学术之风所

亟须的他山之石？我们请来几位专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

他山之石”为中国学术规范提供实用范例 记者：关于学术规

范方面的图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曾出版的《怎样当一名



科学家》，清华大学出版社也出版《科研伦理入门》和《科

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等图书。请苗博士介

绍一下《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有哪些特点。 苗德岁：

《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是美国医学科学院和美国科学

三院（美国科学院、工程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国家科研委

员会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受赠版权后组织了包

括多位院士在内的大量人员对该书进行翻译和审订。美国科

技界经过20多年的摸索和努力，在科研道德建设方面已初步

建立了一整套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机制、体制。这本书可以

说是美国科研道德建设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有不少建设性的

建议。 如果说《怎样当一名科学家》重在讲述科研人员自身

科研道德建设的话，本书则聚焦于科研环境上，并试图界定

及描述促成和鼓励特殊人才具有良好道德行为的一些因素。

本书不仅为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提供了一个道德规范的参照，

更为科研和教育机构在科研道德建设方面提供了一个极为实

用的运作框架。 记者：那么，《诚实做学问：从大一到教授

》又是怎样的一本书？ 郜元宝：《诚实做学问从大一到教授

》是一本学术规范工具书。该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

查尔斯利普森教授的专著，2004年10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出版。目前，美国芝加哥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克基尔

大学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其他多所大专院校目前均已向新入学

的学生推荐，列入他们的必读书目。 《诚实做学问》的主题

很简单，就是指导研究者，包括从大一学生到教授如何合法

而有效地准备“引注”，以避免剽窃和学术欺诈，取得真正

的学术成就。但实事求是地说，书中所述内容不算新，但是

很多做学问的人往往缺乏其中的常识。此书恰好细致、清晰



地讲述了各领域学者做学问的通用规则，是学风建设的好材

料。 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因是基本训练不够 记者：在当下社会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出现了很多科研不端行为，以中国

首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芯片“汉芯一号”为例，所谓的发明

人陈进弄虚作假，将从美国进口来的芯片加上了汉芯字样的

标志，骗取国家上亿元无偿拨款，再比如韩国首尔大学前教

授黄禹锡在论文中造假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 许智宏：目前，科研人员在申请经费、发表论文、就业机

会、岗位升迁、工资待遇、同事竞争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日

益增大，这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和“不规矩行为”的诱因。 

而其根本原因是，许多科研人员甚至是广泛领域内的学者，

对于学术规范的基本训练不够。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研究

者故意触犯学术道德或科研行为不端，而是缺乏基本训练和

常识。据了解，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在论文中不规范的引

述别人观点或是别人的数据不成为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一

开始就要对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进行基础训练，告诉他们

怎样的“引注格式”是正确的，怎样的引述是不能做的。 比

如在自然科学领域，理科生做实验是有严格记录的，如果出

现一个错误的实验结果也应该记录在案，而不是发现做出错

误结果，就把这些记录撕掉。这就是培养大学生基本学术规

范和严谨科学态度的办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教会青年人如

何写论文，如何引用文献，都亟须规范。特别是随着网络的

发展，一个作者可能引用了很多其他人的观点和内容，但在

电脑敲出的文章里，就都变成了他自己的内容。所以，做学

问要有做学问的态度。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孟二冬，坐

冷板凳十几年才写一本书，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年炮制



几十篇文章，实际都是些垃圾内容，东拼西凑没有什么思想

。 郜元宝：在我国，涉及具体学者声誉和权益的学术诚信事

件大家都很关心，不时可以听到某学者“落马”，某教授“

丑闻”。但学术诚信作为一个概念还不甚明晰，许多人把学

术诚信和学术规范、学院体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混淆起来

，这样，“引注格式”就降为君子不为的小道，它作为“学

术诚信”的实质性内容无法彰显，严肃的学者不会像查尔斯

利普森教授那样愿意来整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异常重要而繁

难的问题。 此外，在我国，学术诚信目前似乎主要还是教授

教员的事，无关普通学生，虽然对学生论文作弊偶尔也有处

罚，但学生论文作弊和教授教员剽窃行为是否属于有机联系

的整体，还没有清醒认识。 因此，虽然有不少学者勇于“学

术打假”，但有不少大学科研机关和教务领导层一再要求建

立学术规范，但规范的要害，具体可遵循的方法，都不清楚

。这种情况下，呼吁学术诚信只停留在泛泛的口号上，并不

是和每个学者都有关系的学术道德与治学方法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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