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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_E7_94_B3_c26_495156.htm 学术腐败频发和社会价值的失

范来源：考试大 谈到学术腐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剽窃和抄

袭。但在时下的中国学术界，剽窃和抄袭只不过是学术腐败

的表层现象，如果将眼光仅仅盯住“文抄公”，可能会“一

叶障目，不见泰山”。实际上，比剽窃与抄袭更为严重的是

，学术正在蜕变为某些个人或机构攫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

“商品”，学术与金钱、学术与权力的交易充斥着曾经被视

为净土的学术界。在商品化的大潮中，我们看到：从学者抄

袭到教授行贿、从招生作假到文凭注水、从教师走穴到导师

雇工、从虚构履历到伪造成果、从掠夺项目到窃取奖项，这

类令人发指的现象在学术界可以说屡见不鲜，它正在摧毁着

绵延中国数千年的师道尊严，甚至使人们对学术界本身存在

的意义产生疑问。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为什么会逐步演变成

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或许我们可以部分地

归结于学者个人的道德素养问题，但除此之外，还应当看到

的是，该现象的背后有着不能为人们所忽视的深层次的社会

原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学术

研究和教育事业逐渐被纳入了产业化的轨道，与产业化相配

套的新的“指标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开始建立。学校排名次

、上“211工程”要看论著的数量，学生取得硕士、博士学位

要看论著的数量，老师评教授、当博导更要看论著的数量。

除了看论著的数量之外，还要看成果载体的等级以及获奖成

果的数量。这些显在的“指挥棒”引导着学术界人士使尽浑



身解数出著作、发文章，以跻身于“一流水平”的行列。而

其导致的结果是，有的人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比他读的文章和

书还多，有的人为了多快好省地拿学位、获职称就去干那些

学术腐败的勾当。 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变

化。金钱、名誉、地位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志

，而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下则从社会的评价标准中悄然退出

。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浮躁的心态，于是乎，花钱买版面者

有之、将他人作品改头换面当作自己作品者有之、凭借手中

权力公然掠夺他人作品者有之。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导致

硕士、博士等的批量生产，学术圈内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

争夺国家有限的学术资源，迅速成为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某些知识分子便采取投机取巧的行为，而学术腐败也就必

然隐含其间了。 从防范机制上看，正常的学术批判难以展开

，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几乎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从而进一步

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的蔓延，导致学术腐败行为甚嚣尘上。

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界对于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现象并未群

起攻之、大加鞭挞，反而一片沉默、彼此包容，或许是“利

益共同体”的关系导致他们对学术腐败行为普遍失声。 当然

，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将中国目前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现象

归结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问题或体制性问题，但这并不

意味着学者本身的道德责任可以因此得到宽容和推卸。一个

学者为了争名逐利，放弃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放弃做人的良

知，这种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应当受到严肃的对待

和认真的处理。 要从根本上整治学术腐败，需要改革现有的

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

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需要学术界廉洁自律，需



要媒体发挥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惟有如此，中国的学术才

能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向前发展，并承担起为国家和

民族贡献合格的精神食粮之使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