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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学术腐败现象的产生由来已久，表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治理困难。本文针对高校学术腐败现象，分

析其表现类型，探析其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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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腐败定义考

何谓学术腐败，目前还没有一个很精确的定义。不同

的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学术腐败的界定也

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片面或全面，或简单或复杂。但

其核心要素大体一致，即剽窃、造假等。国外则多把学术

腐败定义为学术不端行为。故，国内的部分学者又玩起了

文字游戏，非要在“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之间分出

个子丑寅卯，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上套，欲用一些简单的、

机械的比较和说明来夯实自己的观点，以显示自己研究的

深入和新颖。殊不知，此举便存造假之嫌，不足称道。

腐败一词最早源于《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

陈相因，充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其对腐败的理解是界

定在自然现象的层面，即粟米因积压，且暴露室外而发生

变质，霉烂，不可食用。辞海中“民无冻馁，食无腐败”的描

述也印证了此说。然汉字的魅力和博大精深向来都是有

目共睹的，其被引用、延伸至社会和生活中，则意义发生了

本质的变化。故有金钱的腐败、权利的腐败、经济的腐败、

生活的腐败……自然也有学术的腐败。虽然没有正式文

字记载学术腐败产生于何时，但笔者认为，任何社会、任何

时代，良莠总是并存的，就像正义和邪恶天生就是孪生兄

弟一样，只要存在学术的正义，就一定夹杂着学术的邪

恶———即学术腐败。因此，可以这样说，自学术产生之日

起，便存在学术腐败。

那到底什么是学术腐败呢？要理解学术腐败，必须先

弄清楚为什么要去学术腐败？既然冒着个人名义（如清

白、尊严、良心等）之险去实施学术腐败，肯定是带有针对

性目的的，如个人名利———金钱、职称、地位、虚荣等，否

则，得不偿失。故学术腐败可以定义为，即为了达到个人

或团体的某些利益和好处，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或

途径，违背学术道德和原则而进行的学术剽窃、盗取、捏

造、拼凑等事实和行为的总称。

二、高校学术腐败类型或表现形式

高校学术腐败，从其行为的产生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以

下几个类型：

第一，剽窃型。这是高校学术腐败中技术含量最低级

的一种，也是最弱智的一种。但许多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还

乐此不疲，究其原因，就是腐败成本低，能用最少的“付出”

在短时间内换取最高额的回报。大体表现就是，将受害人

的成果据为己有，或取一段，或一篇和多篇。最大的特点

是，保存原稿的真实性，连标点符号或错别字都照抄照搬，

其忠实原作者的勇气非同一般。但此种腐败类型，也最容

易被发现。

第二，盗取型。该类型常案发于身边的好友或同事

中。作案者往往趁主人不备，偷偷将其未正式公开或发表

的成果窃取得手，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刊物上公开发

表。一旦主人发现，为时已晚。

第三，拼凑型。即将不同作者的成果，采取复制、粘贴

等手段，然后，汇成一篇“自己”的文章，公开发表。作案手

段低级，但危害深远。如果说剽窃型的腐败伤害的仅仅是

一个人的话，那么拼凑型的腐败则伤害的人数更多。此种

类型被高校多数教师和学生采用，原因就是其隐蔽的程度

也较剽窃高明，不认真细看的话，很难察觉。

第四，造假型。就是捏造数据，凭空想像。如造假的

“基因技术”，独创的“芯片技术”等等，不一而足。如果假

货浪费的是资源，那么假文章则毒害的是学术道德和民族

精神，其危害性不可估量，其严重性不可小觑。

第五，买卖型。涉及的是买和卖方，不仅仅是学术腐

败个体的独自行为，而是有他方共同参与的行为，俗称为

枪手。枪手为了追求利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让给他

人，而获取高额报酬。最近，许多网站公开声明能承接代

写论文业务，职称论文、学位论文等，形式多样，只要读者

愿意花钱，几乎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文章。而枪手大多藏

匿于高校，此股歪风邪气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在职的硕



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相当一部分源于枪手之手。

第六，编译型。俗称就是翻译。即在网上、杂志和书

籍上，下载一些相应专业的国外原始资料，自己翻译或找

人翻译。然后稍稍加工一下，便以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

水平拙劣的，几乎原封不动，就连翻译后的数据、国别可能

都没有变动。水平高超的，则鱼目混珠，很难看出腐败的

痕迹，只有专业学术打假之人才会发觉。

第七，贿赂型。许多身居要职的高校领导平日忙于跑

官，闲于学习。但又面临学术上的压力，如每年应该在核心

上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或参与多少课题等，再加上笼罩一

身的耀眼学术光环，如院士、学科带头人、专家学者等，在不

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只能铤而走险，接受学术贿赂。下属

或同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为了追求个人的发展，为了得到领

导的照顾，心领神会。不给领导送金钱，送实物，只送科研，

送文章，乃至书籍等。此类作案手段隐讳，不易察觉。一旦

上下级关系关系出现破绽，则容易东窗事发。

第八，泡沫型。即相关人在短时间内，将几乎相同的

研究成果，分时分段，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仔细研究，实

际上都是同一成果，无任何新的发明创造。短时间内，粗

制滥造出许多劣质的文章，犹同泡沫。或一稿多投，违背

学术原则，实为害人害己。

第九，便车型。即不劳而获型。不费吹灰之力，便能

成为课题组的成员。不动一下笔杆，便成为第二、第三作

者等。即使对研究的领域一无所知，也不妨碍成为研究成

果的组成人员。靠的是人际关系，得到的却是个人的

利益。

第十，学霸型。即利用自己的威望，封杀同领域的学

术创新。或拉帮结伙，唯亲是用。或利用手中权力，左右

课题和基金的去向。表面上似乎无腐败可言，实则暗藏

猫腻。

以上所罗列的高校学术腐败类型并非全部，随着社会

的进步，新的腐败类型还有可能产生。加之，学术腐败的

泛化和复杂性及相互交织的特点，若要准确分类，实属不

易。不过，目前高校学术腐败的类型大致如上所述。

三、高校学术腐败成因

第一，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是高校学术腐败的主

要诱因。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

了物质世界的空前繁荣。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

许多高校师生的价值观受到了以金钱为中心的不良社会

风气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意志比较薄弱的师

生开始丧失了道德底线，逐渐沦为学术腐败的制造者和参

与者。所以，不良的社会风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并滋生了

高校学术腐败。

第二，学术制度的不健全为高校学术腐败提供了生存

的空间。学术制度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领域，它既包括学术

界本身的一些规章制度，同时还含有国家层面的某些制

度。从学术界本身的制度来讲，主要是针对科研立项的申

请、批准，科研基金的发放，成果的考核、鉴定和验收，同时

还包括对科研人员的奖励和评价等机制。在这些复杂的

制度中，每一个环节的运行都容易产生漏洞。如由投票来

决定课题是否通过方面，便提供了学术腐败的机会。一些

课题申请者，提前拜见投票的专家和学者，通过拉关系，套

近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匿名投票，也难免会有人

走漏消息。如此种种，使得神圣的高校学术界饱受学术腐

败毒瘤的侵蚀。

从国家层面的制度来讲，还缺乏对学术腐败进行惩罚

的相应法律和法规。一些学术腐败在被揭露后，造假者几

乎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逃避了相应的法律制裁。某些高

校领导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也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做

法，姑息、包庇作假者。即使原告想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

维权，但诉讼的繁琐，取证的艰难，旁人的干涉，大部人只

能选择放弃。

这些学术制度上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的学

术腐败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第三，注水文凭是高校学术腐败的催化剂。随着高校

的扩招，越来越多的国人走进了校园，接受高等教育的熏

陶。硕士和博士的数量也随之与日俱增。然在利益的驱

使下，一些不良现象也随之产生。如博士学位的官宦化，

少数领导忙于政务，不学无术，不上一节课，也照样博士毕

业。部分导师一次性带十几个研究生，根本就谈不上对学

生进行指导。学生名字还没有记住，学生已经毕业离校

了。像这种注水的文凭，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科研人

员。学术水平的低劣决定了其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

不可能去从事高深的学问研究。再加上虚荣心的作祟，利

益的驱使，实施学术腐败便成为了必然。

第四，学术道德低劣是高校学术腐败产生的真正原

因。高校部分师生道德品质低下，意志薄弱。在物质利益

的侵蚀下，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下，心态浮躁，个人的价值观

发生偏差，经受不住名利的诱惑，而违背学术原则，践踏学

术道德，实施造假。学术道德的最终沦丧是高校学术腐败

产生的真正原因。

总之，高校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它不是孤

立的，无序的。我们应该以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去分

析和研究，才能把握其规律，掌握其要旨。

四、高校学术腐败治理措施

第一，建立高校警示制度。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只要有一个学术腐败分子产生，便要积极吸取教训。

除了要对造假者进行必要的惩罚外，还要将其案例作为典

型剖析，公布于众。让全体教师和学生从中吸取教训，深

知其危害，预防学术腐败的产生。

第二，健全学术制度，完善国家法规制度。一个健全

的学术制度无疑会促进学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建立

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学术制度，有利于提高广大师生的

科研热情，有利于挖掘他们的科研潜质，并激励他们克服

困难，勇攀高峰。同时，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取消不合理

的版面费。建议对采用的科研成果，进行奖励。提高学术

评价机制的合理标准，建立匿名的专家评审制度，从制度

上保障学术氛围的公平性。 （下转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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