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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抄袭剽窃、数据作假等有违学术道德的事情频频发生。这些学术不

端行为的存在，阻碍了学术界的创新和发展。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这些

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提醒着我们，要遵守学术规范、尊崇学术道德，同时，需要更

加重视和尊重知识产权。我们不但要自己做到，而且要点点滴滴的向学生灌输学

术道德和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使他们认识到遵守学术道德和尊重知识产权的重

要性，从而保护和促进我国学术界这片净土的健康发展。遵守学术道德、尊重知

识产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所接触到的事情做起。 

首先，软件的使用权限问题。在国内，软件的使用权限概念是非常淡的，免

费软件和盗版软件这两个概念估计没有多少人会严格的区分。因为，随处可见的

盗版光盘和网上免费下载资源使盗版软件可以像免费的软件一样唾手可得。殊不

知，这种侵犯版权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学生把这种习惯带到

工作当中，不加区分的使公司的商业行为涉及盗版软件的使用，就可能造成版权

的纠纷，使公司陷入官司之中。在欧美国家，以美国为例，知识产权是每个人都

应该尊重的事情，法律规定使用、复制、传播未经授权的软件产品，将面临民事

或刑事惩罚，因此，在国外鲜见有人使用盗版软件（或不公开）。而这非但没有

使国外的软件业停滞，相反，正因为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国外的软件业进展迅速。

由于购买正版软件的费用问题，大量的仿正版开源项目蓬勃发展，大大的壮大了

国外软件开发人员的队伍，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正版软件的发展。 

其次，著作出版和译著版权问题。作为高校教师，我们经常可以收到出版社

或杂志社的约稿信息，毕竟出版书籍是职称普升和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标准。然

而，目前图书出版的数量越来越多，而图书的质量却在下降。著作内容体系不严

谨，内容的创新性不足；教材东拼西凑，结构混乱，体现不出与已有教材内容的

区别，只是为了凑数、为完成学校的考核任务而出书。这种有违学术规范的事情，

在网络资源垂手可得的今天，变得非常的容易。作为高校教师，我们要严格自律、

洁身自好，保护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形象，不主动、不参与做这种有违学术道德的

事情，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高校教师形象。同时，关于翻译作品的版权问

题，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若是全文翻译，必须跟原著作者和出版商联



系版权事宜。在网上搜索译著版权的答案中，有人建议改头换面，换个书名出版，

虽然还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在我们提倡尊重知识版权的今天，一定要注意避

免这种违背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事情发生。 

再次，专利的申请问题。百度百科上对申请专利的解释为：申请专利是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发明创造知识产权的一项法律制度。凡具备专利条件的发明创

新都应及早申请专利，以获得国家的法律保护。申请专利可以保护我们的发明成

果不被别人侵占，从而合法的获取发明创造带给我们的收益。实际操作中，专利

的维护费用也很高，如果没有实现技术转让，或许会使维护费用大于受益，从而

使获利的愿望落空。这当中当然也有与学术道德有关的问题，但只要具有明确的

知识产权意识，我们发明创造的价值最终一定会体现出来。同时，尊重知识产权

还包括不侵犯别人发明创造知识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学习了解专利法，提高知

识产权法律意识，不弄虚作假、不模仿和抄袭别人创造发明的作品，尊重别人尊

重自己，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和学术道德素养。 

最后，学术论文的撰写和署名问题。学术论文也是我们升职和年底考核的重

要依据，有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

界第一，然而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却非常低，排在世界 100 名开外。造成这种现象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太强，学者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非科学需求，脱离实际、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的研究严重影响学术论文水平

的提升。同时，学术论文的署名问题，自己的研究成果却为了需要把署名权让给

别人，更有甚者，经常有关于著作、教材和科研成果供署名和挂名的邮件发到邮

箱中，不能说这种交易是没有市场的。科学讲究闭门造车的精神，需要沉淀、需

要积累，如果急于求成，只能产出大量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制造学术界虚假

繁荣的现象。 

应该说，学术不端行为终究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对此是非常反感的，但当

看到有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不劳而获时，有些人就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从而走

向这条与道德相违背的道路。在当前快速发展、略带浮躁的学术环境中，我们需

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时刻坚守自己的学术道德底线，体现我们科研人员求实、

自律的精神风貌，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