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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本计量视角下我国科研诚信治理的特征与启示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　北京　100193

Inform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Librar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靳彤　张红伟　赵勇

科研诚信问题是世界性难题，随着我国加快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科研诚信建设倍

受各界关注。本文通过收集我国中央政府和各部委机关发布的 102 项科研诚信相关政策，综合考虑政

策文本内外部特征，运用政策文本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时序发展、机构关系、文本依据、具体内

容等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我国科研诚信建设有起步较晚、随热点波动、多部门管理、元政策不足、

侧重事后管理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发展建议。

The issue of research integrity is a worldwide problem. With China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powerfu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ve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integrity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By collecting 102 policies related to research integrity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various ministries and departments in China, and consider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texts comprehensivel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policy text me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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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研诚信是关系到科学事业存在与发展的

根基 [1]，有人惊呼我国的学术诚信问题到了最危

险的时刻 [2]。我国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出台

发布了多项政策文件给予规范，2010 年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还亲自参加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座

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展示了我国政府和科

技界对科研诚信建设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3]。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并且强调要“推进

诚信建设”[4]，势必对我国科研诚信建设提出更

高要求。今年 4 月 24 日，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

会发布《关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

的诚信提醒》，对论文署名中常见的科研不端行

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再次倡导科研实践中

的科研诚信行为。政策文献是政府从事社会管理

工作的基本反映 [5]，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可以挖掘

出政策文本的内外部属性 [6]，了解政策建设的现

状，找出存在的不足，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完

善提供决策参考。科研诚信相关政策文献是政府

治理科研诚信问题的重要载体，也是分析科研诚

信问题的重要材料。

method an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series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text basis, specific content,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start, fluctuating with hot spots, 

multi department management, insufficient meta-policy, and special emphasis on after-action measure. 

On the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research integr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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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科研诚信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1981 年 10 月，邹成鲁等 4 位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致函《科学报》，建议开展科研工

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这次讨论成为中国科

技界第一次自发地探讨科研和学术道德问题的

活动 [7]。至此之后，随着科研不端行为的不断

暴露，人们对科研诚信的关注和研究也越来越

多。当前我国学者对于科研诚信问题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科研诚信相关概念的厘定 [8]、高校科

研诚信教育 [9]、科研诚信立法探讨 [10]、科研诚

信制度建设 [11]，以及对国外科研诚信经验的介

绍与借鉴等 [12]。对于科研诚信立法和制度层面

的探讨又主要集中在改革学术评价制度 [13]、完

善科研不端行为的治理和监督体系 [14]、加强科

研经费管理 [15] 以及法律法规建设 [16] 等方面。

这些研究有助于社会各界对科研诚信形成全面

的了解和认知，也为科研诚信的后续研究提供

了有益参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相关

研究缺少对我国科研诚信政策体系的内外部特

征的整体分析。因此，本文拟对我国科研诚信

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以期发现我国

科研诚信治理的特征，发现不足，为我国科研

诚信建设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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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2.1  政策文本收集

中央政府和各部委机关是我国科研诚信建

设的重要管理机构，本文主要收集了由他们发

布的科研诚信政策文本。为了提高政策收集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

收集方法：一是通过登陆相关部门官方网站获

取政策文本。我们登陆国务院以及 16 个科研诚

信建设联席会议①成员单位官方网站，以“科研

诚信”、“学术规范”、“学风建设”、“科

研不端”等为关键词在各单位政策文件库中进

行检索查询，并下载政策文本全文。二是通过

检索政策数据库获取政策文本。我们利用中国

知网公文库，限定发文机关为中央单位，以“科

研诚信”、“学术规范”、“学风建设”、“科

研不端”等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获取相关政

策文本。三是通过相关研究中的政策线索来补

全政策文本。主要是在中国知网中以“科研诚

信”、“学术规范”、“学风建设”、“科研

不端”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在检索结果中筛

选与科研诚信立法和制度建设相关的文献，提

取文献中提到的相关政策文本信息，作为前两

种方法的补充。本文最终收集到的有关科研诚

信的政策文本为 102 项。

2.2  政策文本组织

本研究将收集到的科研诚信相关政策文本

进行了系统地组织。首先，把获取到的相关政

策文本按照颁布时间编写序号。其次，补全包

括文种、文件名称、发文机构、发文时间、发

文字号和原文链接等相关字段信息。再次，在

整体了解样本政策全文的基础上，聚类科研诚

信政策关键词，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标引。最

后，统一发文机构的名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合并机构发文和机构办公厅发文，二者发

文机构统一标记为机构名称；二是规范已撤销、

合并机构的名称，用发文机构的现行机构名称

代替原机构名称。

2.3  分析方法

以往的公共政策研究大都存在着重规范分

析、轻实证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的

倾向 [1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文献计量学、

统计学的方法应用到政策分析中，衍生出了政

策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

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

量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

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结

构、特征和规律的一门学科 [18]。政策文献与学

术文献具有相类似的结构要素，这为利用文献

计量学中的相关范式重塑政策文献数据分析提

供可能 [19]。近年来，政策文本计量的方法已经

在经济、教育、环保等领域广泛应用，但运用

政策文本计量方法研究科研诚信政策的研究还

很少。本文采用政策文献计量法对科研诚信政

①2007年3月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建立
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全国科技界科研诚信建设工作，研究制定科研诚信建设的重
大政策，督促和协调有关政策和重点任务的落实。最初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仅包括上述六个部门，在后续的实践工作
中，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等十个部门先后加入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成
员名单来源于科技部官网信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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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本的发文时序、发文机构、具体内容等进

行量化分析。另外，本文还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政策内容进行归类，以便更好地揭示文本的内

部特征。

3  结果分析

3.1  时序分析：起步较晚，政策量随热点事

件波动

分析政策文本的时序发展状况，可以理清

政策文本的发展脉络，了解政策发展的整体概

况。根据收集到的 102 项相关政策制成科研诚

信政策年度发布量统计图（图 1），可以发现

我国制定的与科研诚信相关的重要政策可以追

溯到 198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但是当时“科研诚信”、“科研不端”等专用

术语远未进入政策话语体系。在 1999 年科技

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科技工作者行

为准则的若干意见》中的用词也是“职业道

德”和“不良行为”。而 80 年代美国就已经

在其国会通过的《公共卫生拓展法案》中，明

确界定了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并要求学术机

构制定政策规范治理科研不端行为 [20]，相比

之下我国的科研诚信建设起步较晚。随着科研

不端事件的持续曝光，我国相关政策年度发布

量呈现出随重大科研不端事件波动的特征。最

为典型的是 2006 年年初“汉芯事件”曝光，

引起了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直接促成 2007

年 3 月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正式成

立，2006 和 2007 两年各部委共发布了 13 项

相关政策，相当于 2005 年发文量的 4 倍。还

有 2011 年 2 月 10 日科技部通报因严重的学

术不端撤销了李连生 2005 年获得的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国第一例因科研不

端而撤销国家科技奖励的案例，随后 2012 年

政府发布的关于科研诚信的政策发文量就达到

了 10 项。2013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对科研不端

典型案例查处结果进行首次公布，2014 年相

关政策发布量又出现一个高峰，年度发文量高

达 18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

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就是在 2014 年

1 月份颁布的。2016 年韩春雨事件持续发酵，

科研诚信问题又迎来了一个关注热潮，年度发

文量达到 12 项。总体来看，我国科研诚信建

设起步较晚，政策年度发布量随热点事件的发

生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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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研诚信政策年度发布量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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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机构分析：教育部科技部主导，多部门

参与治理

分析政策文本的发文机构特点，可以明

确相关事项的主管部门。国内政策的发行机

构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某个部门独立发

文，二是多个相关部门联合发文。因此，分

析发文机构不仅要统计单个部门的发文情况，

同时也要考虑各个部门的立场、行动及其相

互关系 [21]。从图 2 可以看出，教育部以独立

发文 17 项、总发文 27 项位居第一，科技部

以联合发文 11 项，总发文 19 项紧随其后，

教育部和科技部是科研诚信建设名副其实的

主力军，是政府管理科研诚信的核心机构。

另外，国务院在科研诚信建设中也起到了一

定的统筹作用，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

等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作为我国

科研活动的重要管理主体也都主动参与治理，

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样本数据中联合发文总

项数为 19 项，通过联合发文机构统计表（表

1）不难发现，其中科技部牵头发布 8 项，牵

头发文率为 42.11%，累计参与联合发文 12 项，

联合发文参与率高达 63.16%，两项指标均居

榜首，是科研诚信多部门治理中不可替代的

核心力量。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

虽然不是科研诚信的主要管理部门，但也多

次积极配合其他部门出台相关政策，联合治

理科研诚信问题。总体来说，科研诚信管理

初步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科技部、

教育部主导，其他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积极配合共治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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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在统计中将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政策对所有发文机构各计一次
图 2  科研诚信政策发文机构统计图

3.3  依据分析：元政策不足，遵照意识不强

政策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 [22]，政策

文本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某种关

联。元政策是指用于指导和规范政策行为的一

套理论和方法的总称，是政策体系中具有统率

或统摄性的政策，是其他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

基本依据 [5]。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法律法规和

政策文本的出台总是以其上位法和上位政策为

制定依据，即是对元政策遵照的具体体现。本

文应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法，统计了所

有样本政策的政策依据（见表 2）。统计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下文简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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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科学技术进步法》）是科研诚信政策中

引用频次最高的法律政策，但该法律仅被遵照

7 次，遵照比为 6.86%，其他法律政策遵照率更

是都不足 5%。和科研诚信密切相关，作为其上

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文简

称为《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下文简称为《专利法》）在政策文本中仅被

遵照 2 次和 1 次，占比均不到 2%。此外，样本

政策中有 51 项政策文本没有提及政策依据，占

样本总量的 50%。另外，《科学技术进步法》

于 1993 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最后一

次修订发生在 2007 年，至今已有十年，部分内

容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我们提供的元政策供给不足，对下位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统摄性不强。同时也在某

种程度上表明，相关部门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时对上位法律法规的重视不够，主动遵照的意

识不强。

表 1  联合发文机构统计表

机构名称 牵头发文项数 牵头发文率 联合发文参与项数 联合发文参与率

科技部 8 项 42.11% 12 项 63.16%

中共中央 4 项 21.05% 4 项 21.05%

中国科协 2 项 10.53% 6 项 31.58%

财政部 1 项 5.26% 9 项 47.37%

教育部 1 项 5.26% 10 项 52.63%

国务院 1 项 5.26% 5 项 26.31%

组织部 1 项 5.26% 1 项 5.26%

卫计委 1 项 5.26% 4 项 21.05%

中科院 0 项 0.00% 6 项 31.58%

工程院 0 项 0.00% 6 项 31.58%

发改委 0 项 0.00% 4 项 21.05%

自然科学基金委 0 项 0.00% 4 项 21.05%

人社部 0 项 0.00% 3 项 15.79%

商务部 0 项 0.00% 2 项 10.53%

广电总局 0 项 0.00% 2 项 10.53%

工信部 0 项 0.00% 1 项 5.26%

社科院 0 项 0.00% 1 项 5.26%

中医药局 0 项 0.00% 1 项 5.26%

农业部 0 项 0.00% 1 项 5.26%

组织部 0 项 0.00% 1 项 5.26%

解放军总装备部 0 项 0.00% 1 项 5.26%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0 项 0.00% 1 项 5.26%

注 1：牵头发文率 = 牵头发文项数 / 联合发文总项数

注 2：联合发文参与率 = 联合发文参与率 = 参与联合发文项数 / 联合发文总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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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研诚信政策依据统计表

政策文本名称 被参照次数 遵照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7 次 6.8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5 次 4.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4 次 3.92%
《中国工程院章程》 4 次 3.92%
《宪法》 3 次 2.94%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3 次 2.94%
《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 3 次 2.94%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3 次 2.94%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 3 次 2.9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3 次 2.94%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规定的通知》 2 次 1.9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2 次 1.96%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2 次 1.96%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 2 次 1.96%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2 次 1.9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 次 0.98%
《通用语言文字法》 1 次 0.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1 次 0.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1 次 0.98%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1 次 0.9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1 次 0.98%
《出版管理条例》 1 次 0.98%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 次 0.98%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1 次 0.98%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1 次 0.98%
《国家自然课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章程》 1 次 0.98%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章程》 1 次 0.98%
《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守则》 1 次 0.98%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 1 次 0.9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1 次 0.9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1 次 0.98%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 1 次 0.98%
《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 1 次 0.98%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 1 次 0.98%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1 次 0.9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1 次 0.9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
意见 > 的通知》 1 次 0.98%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1 次 0.9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
干意见 > 的通知》 1 次 0.9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1 次 0.98%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 1 次 0.9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 1 次 0.98%
《国家科研计划课题评估评审暂行办法》 1 次 0.98%

注：遵照率 = 被遵照次数 / 样本政策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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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内容分析：侧重事后管理，对事前的科

研诚信教育强调不够

为了更好地对政策的内容特征进行分析，本

文对政策内容进行了分类，形成科研诚信政策着

力点表（见表 3），可以从中发现科研诚信治理

的着力点和不足之处。科研诚信管理对于不端行

为的惩处最为重视，有近乎 56% 的政策号召严

肃处理科研不端行为，大都制定了具体的惩处办

法和机制，还有少部分政策提倡对科研诚信状况

良好的个人及团体进行奖励。有将近半数的政策

提倡加强科研诚信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制定相

应的办法或制度。有 1/2 的政策对科研不端行为

或科研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既为科技工

作者划定不可触碰的红线，又为其提供行为规范

指南。有 37 项政策弘扬科研精神，引导科技工

作人员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多数政策已经意识制

度建设是科研诚信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有 44%

的政策对于科学管理及科学评价体系的改革提

出了或多或少的设想。值得关注的是，样本政策

中仅有 24 项政策涉及科研诚信教育的内容，对

于科研诚信教育的关注力度远远低于其他内容。

总体来看，现行科研诚信政策体系更加侧重科研

诚信的事后管理，对于起前期预防作用的科研诚

信宣传教育相对重视不够。

表 3  科研诚信政策着力点表

政策着力点 政策着力点所包括范畴 政策着力项数

制度建设
包括改革科学管理及科学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构建社
会信用体系及信用档案制度、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政策

57 项

科研诚信教育
包括开展学生科研诚信教育、加强改进师德建设，推广科研诚信宣传教育活动等政
策

51 项

惩处机制 包括对科研不端行为惩处机制的制定及实施的政策 48 项

监督管理 包括建立健全科研不端行为举报查处及申诉机制的政策 45 项

科研项目及经费
管理

包括管理科研项目及经费的各个环节，具体包括科研项目申请、评审和科研经费预
算、审核等的政策

37 项

责权归属 包括明确科研诚信相关主体责权的政策 35 项

科研行为规范 包括明确科研不端行为范畴及规定科研行为规范的政策 26 项

科研精神 包括弘扬创新、求真求实、甘于奉献等科学精神的政策 24 项

4  启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基本

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也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线。《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2014—

2020 年）》中明确指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

要性，科研诚信也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基于对科研诚信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

结果，未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科

研诚信治理。

4.1  建立系统化的科研诚信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配套管理制度

科研诚信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世界性问

题 [23]，这一问题并非是我国独有的、偶发性问

题。根据世界各国科研诚信建设经验 [24]，要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仅在出现问题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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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措施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系统化的科研

诚信长效管理机制。首先政府要推进科学评价

制度改革，优化科研环境；建立明确的科研诚

信政策规范，提供管理依据；明确监督管理的

责权和办法，保障具体工作的实施开展。其次，

高校及科研院所作为培养科研人才的重要基地，

应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主动承担责任，发挥学

术委员会学术监督调查的作用，对科研不端行

为不包庇不纵容，公平公正地调查举报案件，

严厉打击科研不端行为。最后，学术共同体作

为科研活动的重要单元也要发挥作用，大力提

倡科研精神，唤醒科技工作者的科研道德；主

动参与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举报，协助相关部

门的监督管理工作；积极加入科研诚信规范的

探讨，助力科研诚信规范的建立。

4.2  构建有领导核心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

统一科研诚信规范

现有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是以教育部和科

技部为主导多部门联合共治，但各自对于科研

诚信问题的内涵、表现形式、惩处办法等问题

未达成完全统一的认识，多头管理会给下级单

位的政策执行造成困扰 [25]，构建有领导核心的

科研诚信管理体系迫在眉睫。我国已经建立以

科技部为中心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修订后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章程》已于

2017 年 3 月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各个部门应遵照《科研诚信建设联

席会议章程》开展相关工作，明确科技部在科

研诚信管理中的核心位置，加强科技部在部际

工作协调中的领导职能和统帅作用，各个部门

应积极配合科技部的工作，统一出台科研诚信

规范，包括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认定、监督、查处、

申诉等一系列问题，避免各行其是的多头管理。

此外，在纵向管理层面上要加强建设协同共治

的多层次治理体系，明确中央、各部委、地方

政府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职责任务，各部门既

不越位也不缺位，协同推进科研诚信建设。

4.3  加快科研诚信立法进程，出台专项立法

法律是社会实践的准绳，是社会活动的基

本准则，科学研究的社会化使科研活动的发展

需要更权威的法律来规范 [26]。当前我国关于科

研诚信的相关法律规定散落于《科学技术进步

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

以及部门规章等法律法规中 [27]，缺乏专项立法

为管理部门制定科研诚信政策提供遵照依据。

元政策的缺失，使政策制定缺乏基准，政策执

行缺乏力度，科研诚信立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不言而喻。法律的颁布要经历立法调研、法案

起草、法案提出、法案审议、法案表决、法律

公布等一系列严格规范的立法过程。在专门法

律制定出台前，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增加、修订

现有相关法律的方式来改善基本法律缺失的现

状。此外，我国现有的政策体系中已经形成不

少专门针对科研诚信建设的政策，这些政策文

本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机构可

以在综合研究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制定行政法规

或部门规章来提高科研诚信政策的强制性和约

束性，既为实践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又为科研

诚信立法提供立法尝试。

4.4  大力推进科研诚信教育，加强科研诚信

管理的前端控制

现有的政策体系偏重惩处监督等事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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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对于科研诚信教育的关注相对不足。遏

制学术不端行为必须加强诚信教育 [28]，推进科

研诚信教育可以引导科技工作人员养成良好的

科研诚信道德素养，从根源上控制科研不端行

为。大力推进科研诚信教育，首先要制定科学

的科研行为规范，为科研诚信教育提供重要的

基础，为科技工作人员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南，

减少无意识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其次要丰富

科研诚信教育的形式，不局限于专题教育和短

期课程培训，还可以举行科研诚信沙龙或研讨

会，以轻松愉悦的氛围、交流研讨的形式增强

师生对科研诚信问题的认识，提高科研诚信意

识。再次要推动科研诚信教育的日常化，在学

校官网、宣传栏不定期开展科研诚信宣传活动，

如科研诚信政策的解读、科研不端案例的通报、

科研诚信标语及漫画的展示，时刻提醒着科研

人员科研诚信的重要性。最后，科研诚信是社

会诚信的重要部分，高校在开展科研诚信教育

的同时也可以增加一般诚信教育的内容，推进

诚信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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