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 

 

中国科学院 

 

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 

为保持我院良好的科研秩序和学风，保证科研工作的科学性和严

肃性，维护我院的社会信誉，使我院科技创新工作健康持续发展，院

决定进一步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立和维护科研行为规范 

科研行为规范是科技创新团体必须遵守的规则，主要包括科研行

为的道德准则，行为人的自律责任，科学不端行为处理等。中国科学

院本着“唯实求真、自觉自律、违规必究、公开公正”原则，建立和

维护科研行为规范。本意见适用于在中国科学院院部机关和院属机构

工作、学习的所有人员。 

二、明确科研行为的基本准则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准则，坚持以科教兴国为己

任、以创新为民为宗旨的科技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恪守科技伦理，

拒绝参加不道德的科研活动。 

(二)遵守诚实原则。在项目设计、数据资料采集分析、公布科研

成果，以及确认同事、合作者和其他人员对科研工作的直接或间接贡

献等方面，必须实事求是。研究人员有责任保证所搜集和发表数据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 

(三)遵守公开原则。在保守国家秘密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



公开科研过程和结果相关信息，追求科研活动社会效益最大化。在合

作研究和讨论科研问题中要共享信息，提供相关数据与资料。在向公

众介绍科研成果时，要实事求是。 

(四)遵守公正原则。对竞争者和合作者做出的贡献，应给予恰当

认同和评价。进行讨论和学术争论时，应坦诚直率，科学公正。对研

究成果中的错误和失误，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承认。不得以各种不道

德和非法手段阻碍竞争对手的科研工作，包括毁坏竞争对手的研究设

备或实验结果，故意延误考察和评审时间，利用职权将未公开的科研

成果和信息转告他人等。 

(五)尊重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发表时，做出创造性贡献且能对有

关部分负责的人员享有署名权，未经上述人员书面同意，不得将其排

除在作者名单之外。对参与一般数据搜集的研究助手、对研究团组进

行过支持与帮助的人员和提供设施的单位，可在出版物中表示感谢。 

(六)遵守声明与回避原则。在研究、调查、出版、向媒体发布、

提供材料与设施、资助申请、聘用和提职等活动中可能发生利益冲突

时，所有有关人员有义务声明与其有直接、间接和潜在利益关系的组

织和个人，包括在这些利益冲突中可能对其他人利益造成的影响，必

要时应当回避。 

三、加强学术环境建设 

学术讨论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尊重学术自由，提倡学术

争鸣，提倡理性质疑，不受地位影响，不受利益干扰，不受行政干预。

院属机构或部门领导有责任通过合理组织、协同力量、调节矛盾、有



效推进科研工作、监督和保证高质量研究，营造合作融洽的学术环境。 

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有责任通过整体把握各个工作环节，明确研究

分工和责任，把握研究工作方向，在研究团队内营造团结合作的学术

环境，有效发挥研究团队所有成员的专长和潜质，保证研究工作按科

研行为规范进行，并进行有效监督。 

要进一步提倡提携后学。各研究单元有责任指定经验丰富的高级

研究人员对新进青年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对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的

培养，不应只教授必要的专业知识，还应教授科研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研究生导师有义务向学生提供与科研行为规范有关的各种规章制

度，并向他们讲解有关规定。 

四、防治科学不端行为 

(一)科学不端行为的认定 

科学不端行为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

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的行为；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

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其认定标准为： 

1、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内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包括：编造数据；

篡改数据；改动原始文字记录和图片；在项目申请、成果申报，以及

职位申请中做虚假的陈述。 

2、损害他人著作权，包括：侵犯他人的署名权，如将做出创造

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之外，未经本人同意将其列入作者名单，

将不应享有署名权的人列入作者名单，无理要求著者或合著者身份或

排名，或未经原作者允许用其它手段取得他人作品的著者或合著者身



份。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如将他人材料上的文字或概念作为自己的

发表，故意省略引用他人成果的事实，使人产生为其新发现、新发明

的印象，或引用时故意篡改内容、断章取义。 

3、违反职业道德利用他人重要的学术认识、假设、学说或者研

究计划，包括：未经许可利用同行评议或其它方式获得的上述信息；

未经授权就将上述信息发表或者透露给第三者；窃取他人的研究计划

和学术思想据为己有。 

4、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学不端行为，包括：将同一研究

成果提交多个出版机构出版或提交多个出版物发表；将本质上相同的

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发表；将基于同样的数据集或数据子集的研究成果

以多篇作品出版或发表，除非各作品间有密切的承继关系。 

5、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包括故意损坏、强占或扣

压他人研究活动中必需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数据、软件或其它与

科研有关的物品。 

6、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包括骗取经费、装备和其

它支持条件等科研资源；滥用科研资源，用科研资源谋取不当利益，

严重浪费科研资源；在个人履历表、资助申请表、职位申请表，以及

公开声明中故意包含不准确或会引起误解的信息，故意隐瞒重要信

息。 

7、对于在研究计划和实施过程中非有意的错误或不足，对评价

方法或结果的解释、判断错误，因研究水平和能力原因造成的错误和

失误，与科研活动无关的错误等行为，不能认定为科学不端行为。 



(二)科学不端行为的处理 

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处理，要本着实事求是、严谨慎重的态度，尊

重和维护当事人的尊严和正当权益，对投诉人提供必要的保护。 

涉嫌科学不端行为的投诉一般由院属机构受理。对于有明确涉嫌

科学不端行为的事实和理由，且有真实署名的书面投诉，应予受理。

处理程序一般包括初步调查、正式调查、公布结论和处理意见等环节。 

对认定为非科学不端行为的，应在所有知情人和被投诉人要求的

范围内公布事实和结论，被投诉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为其恢复名誉。 

对认定为有科学不端行为的人员，应由所在院属机构最高行政决

策会议做出处理决定并报院备案。处理决定应包括：视情节轻重给予

科学不端行为人的相应处分，对科学不端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采取

的必要补救措施。被处理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并能提供新的证据，可

向所在院属机构提请复议。 

对于主动参与他人的科学不端行为，与他人合谋隐瞒其科学不端

行为，严重疏忽监督职责，在参与处理科学不端行为过程中严重违规，

对投诉人打击报复的，承担科学不端行为的共同责任。 

五、加强领导健全组织 

(一)设立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由院有关领导任主任，成员包括院有

关部门负责人、若干权威科技专家、若干法律和政策专家等。其办事

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监察审计局。 

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指导院属机构和院部机关科研道德工作，监督院属机构和院

部机关科研行为规范执行情况。 

2、制定并修订科学不端行为处理规定及实施办法。 

3、受理涉及所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和院部机关工作人员科学不

端行为的投诉。 

4、受理涉及国家重大机密或院重大成果的科学不端行为的投诉。 

5、经相关院属机构共同请求，对涉及多个院属机构人员科学不

端行为的投诉，且相关院属机构不能达成一致认定结论和处理意见

的，进行协调或仲裁。 

6、认为院属机构对科学不端行为处理存在事实不清、程序严重

违规的，可要求院属机构重新调查处理，或委托其它院属机构进行调

查处理，或由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 

7、认为院属机构认定结论错误和处理意见不当的，予以纠正或

撤销。 

8、院务会议、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由委员会进行的其它工作。 

(二)设立院属机构科研道德组织 

院属机构应设立科研道德组织，负责科研道德建设和科学不端行

为处理。可设立专门机构，或明确由学术委员会行使相应职责。其主

要职责是： 

1、制定适用于在本单位工作和学习的所有人员的科研行为规范，

开展经常性的有关科研道德和防治科学不端行为的宣传教育工作。 

2、制定并修订涉及科学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程序。 



3、受理涉及本单位人员的科学不端行为的投诉，进行调查并做

出认定结论，向本单位决策机构或法定代表人提出处理建议。 

4、承办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委托的工作。 

5、承办本单位决策机构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 

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研行为规范建设，认真严格执行国

家、行业和院有关规定，加强科研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加强科研人员

的行为自律，严肃处理各种科学不端行为，努力创造和维护风正气清、

求真求实、严谨严肃、和谐融洽的学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