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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另一个身份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在经历了毕业论文

的考核之后，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学术道德的重要性。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毕

业论文查重，查重的方式以及所设的查重阀都是道德这道红线的具体量化形式，

若是在道德上无法达标，学术上便无法获得通过，甚至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学术与道德二者相辅相成、无法分割，学术工作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

正如鼐特所说：“学术的基本原则本质上就是一个道德原则，客观性预设着正直、

胜任与谦虚。”因此，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都应该以纯正、诚恳之心在学术

领域追寻客观真理、挖掘知识宝藏。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些人受名利诱惑却甘愿放弃坦荡之

心而行戚戚之事，近些年的学术失范事件可谓屡见不鲜。汪晖的“抄袭风波”、

“汉芯一号”的骗局、贺海波剽窃论文、井冈山大学百篇论文规模性造假……一

系列的事件有愈演愈烈之势，诚信缺失的现状令人忧虑。深究其原因，首先是学

术个体内在科学理性精神与气质的贫瘠。纵观文明发展的进程，曾几何时，人类

追寻生命与世界本真的步伐是坚定而有力的，布鲁诺、哥白尼的献身精神震撼人

心。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学者为了探求事物本元而牺牲性命，但是至少应

葆有学者的学术底线，那就是坚决抵制用不符合学术道德规范的手段去实现社会

的价值目标。如今的部分学者，连这种最基本的学术要求都无法达到，精神的贫

瘠匮乏令人惊讶而又遗憾。其次，是外部大环境的浸染，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缺陷

导致道德滑坡、产生了追名逐利的浮躁心态，为诚信危机埋下了导火索。在学术

界，人人急于发文章、拿学位、出成果、评职称、拿奖项，从而导致了假实验数

据、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屡禁不止。最后，相关学术机制不完善也是不容忽

视的。其中，包括学术法律制度的绝对权威性不足：宣传与普及不到位，监察与

惩罚有缺乏清晰明确的界定；学术评价制度的合理性尚不完善：专家遴选制度、

专家监督制度以及匿名评审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学术评审制度缺乏有效

性：评审程序难以做到公平合理，评价指标存在缺陷。 

学术失范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而且败坏了学术风气，严重污染学术

环境，影响学术声誉，贬损了学术的崇高形象，对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

展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水

平的提高，它不只毁了我们，还将危及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当前的学术道德建设

已迫在眉睫，这关乎文明的发展，关系民族的命运，任谁都不能掩盖和遗忘。首

先，应以用科学精神引领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人们应该具备



的重要素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要求人们具有高端的科

学技术，但更要求人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求真态度，既是技术的又是道德的，

它所昭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人性最为珍视、最为基础的方向。然后，学界应

当建立有利于学术创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则，一种真正规范的学术必然是以原

创性为指归的，创新才是学术的最高规范，应该把对学术创新的要求和鼓励制度

化，在教育、人才选拔、发表、出版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同时健全学术法律、

法规，制定出学术界共同认可的学术规范，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建立惩戒处罚

制度，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对学术腐败案件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制约，使

学术腐败者承担法律责任。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应当强化学术研究

人员本身的自律意识。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单靠他律是解决不了学术失范行为

的，它离不开学者的自觉遵守。一个学者在名利方面的获得应与他们在学术创造

中的付出相一致，只有依靠自身辛勤诚实的劳动和贡献所获得的成果才能得到真

正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