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首大学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
（2010 年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术道德建设，增强广大科研

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培养创新精神，依据教育部《关于加

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

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进一步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精神，结合学校

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编在岗的教职员工、特聘教

授、兼职教授以及在校学生（含研究生），以及以吉首大学为第

一署名单位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发布成果等的校外人员。

第二章 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

第三条 所有第二条所称人员从事的科研活动，都必须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并自觉遵守基本学术规范。

第四条 基本学术规范

（1）第二条所称人员在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发布成果和

申报科研项目时，凡在本人学术成果及项目中引用他人的图表、

数据、观点的，要在引用处标注引用来源。引用的他人成果不能



成为引用者成果的主要部分或核心观点。

（2）科研人员在发表合作成果时，应按成果贡献大小进行

排序，并明确标识作者序号，所得利益按贡献大小分配；在申报

科研项目过程中，课题研究组成人员应先征得所列人员的同意并

签名，未经本人同意或委托签名，所列人员有权要求更改。

（3）在申报专利和成果奖励时严禁开具假证明，评估申报

成果的经济效益及社会反响，必须有直接应用部门的政策文件或

生产企业的财务报表作为支撑材料。申报材料中使用他人成果作

为附件时，需经成果拥有者同意，未经允许不得使用。上报材料

需经科技处审查核实。

（4）成果价值的评估结果需经本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组织

同行专家鉴定后予以发布，成果拥有者不得作虚假宣传。

（5）对成果的评价应客观、公正、科学、规范。

（6）其他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学术规范。

第五条 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

（1）在公开发表的论著、发布的成果中引用他人成果而不予

说明；

（2）一稿多发（题目雷同或相近，内容 95%相同的）；

（3）故意篡改、套用、超比例引用他人成果（引用他人成

果论文超过引用人成果 10%（国家有新规定按照国家政策执行，

文献综述除外）；

（4）在申报个人奖励或名誉时伪造相关学术活动材料；



（5）利用职务之便、学术地位或评议专家身份在评审过程

中谋取个人利益；

（6）在申报职称和科研项目时提供不真实信息；

（7）研究生在发布学术成果时未经导师同意而私自署导师

名或导师未指导而署名；

（8）发布合作成果时未经合作者同意私自去掉合作者或颠

倒合作者实际贡献排序或无贡献者署名；

（9）学术界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列的其他学术不端行

为。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相关职能

第六条 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机构是校学术委员

会，具体由吉首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工作小组（简称工作小组）

协调执行。工作小组成员由学校监察室、人事处、教务处、科技

处、研究生处等部门组成。

第七条 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

（1）负责吉首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的实施。

（2）负责举办学校有关学术道德规范问题的讲座。

（3）负责科研成果奖励审核；负责职称申报等材料中学术

论文、课题证明及相关附件的核实。

（4）负责监察本办法第二条所列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接

受相关问题的举报和投诉，并予调查核实，最后将相关问题的集

体讨论意见以书面形式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



（5）工作小组必须本着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开展工作，

对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必须做出明确的结论，并做好保密工作。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未经学术委员会决定不得对外宣

布，对于存在争议或错误的判断必须向当事人说明或在一定范围

内予以澄清。

（6）工作小组成员应回避涉及到亲属的问题调查，对不履

行职责和利用职务之便替违规者掩盖事实者，学术委员会有权撤

销其工作小组成员资格并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第四章 学术不端行为处理程序

第八条 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应按照接受投诉、调查核实、

当事人申辩、工作小组讨论形成初步结论、当事人申辩、校学术

委员会作最终决定、处罚、反馈信息等程序进行。

（1）工作小组接收到相关投诉后，必须在 7 个工作日内决

定是否立案调查。

（2）对举报者所列问题，工作小组一旦确定立案调查后，

必须尽快查清事实，并对举报问题是否属实作出明确结论。

（3）将已核实的举报事实尽快与当事人见面，说明问题处

理的初步意见并听取当事人申辩。

（4）由工作小组针对当事人的申辩再次鉴定，工作小组讨

论形成初步结论。

（5）初步结论与当事人见面。当事人如对核查结果有异议，

可以在三个工作日内再次以书面形式申辩。超过时限视为同意工



作小组的初步结论。

（6）接受当事人再次申辩的材料后，工作小组或第三方机

构应补充调查，但时间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特殊情况除外。

（7）校学术委员会在接到工作小组提交的有关学术不端行

为举报及查证材料后，应在一周内召开会议讨论处理决定，参加

会议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员的 2/3，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处

理决定必须有 2/3 参会委员同意方可生效。

（8）校学术委员会的处理决定或意见，由涉及到的学校职

能部门负责牵头执行，做好对当事人的教育工作；责成相关人员

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处理决定，并将执行情况向学校领导和纪检监

察汇报。

第五章 学术不端行为等级的认定及处理办法

第九条 对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程度的认定分一般、较严重、

严重三个等级。

（1）学术论文（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归口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管理）与他人（同一课题组除外）论文（按投稿时间或发

表时间判别）单篇相似度在 11%至 25%之间的为一般；26%--30%

为较严重，超过 30%为严重（国家有新规定按照国家政策执行）。

一稿多发（题目雷同或相近，内容 95%相同的）者一律定为一般

等级。

（2）著作或作品与他人著作或作品（按出版或公开时间判

别）相似度在 11%至 25%之间的为一般；26%--30%为较严重，超



过 30%为严重（国家有新规定按照国家政策执行）。

（3）发布合作成果时未经合作者同意私自去掉合作者或颠

倒合作者实际贡献排序或无贡献者署名（研究生在发布学术成果

时未经导师同意而私自署导师名或导师未指导而署名归口学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管理）一律定为一般等级。

（4）在申报职称和科研项目时提供不真实信息一律定为一

般等级；在申报个人奖励或名誉时伪造相关学术活动材料一律定

为较严重等级；利用职务之便、学术地位或评议专家身份在评审

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一律定为严重等级。

（5）学术界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列的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视情节轻重划分等级

第十条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

（1）本办法第二条所称人员经核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

连续三年不得申报各级各类课题，撤消当年该篇论文或成果的奖

励和荣誉；若已发放奖励要求全额退回或从其工资中扣回，情节

严重者按本办法第十条处理。

（2）申报职称者被认定为一般等级的取消当年申报职称资

格，已评上职称的撤销相应职称；认定为较严重等级的三年不能

申报职称；认定为严重等级的五年不能申报职称。

特聘教授、返聘教授等人员出现上述情况的建议人事处立即

解除特聘、返聘合同，不得再聘用。特聘教授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认定为严重等级的由人事处扣发或追回当年工资。



（3）硕士生导师和硕士研究生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依照《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

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规定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处理，处理程序可参照本办法。

第十一条 凡是涉及行政处分的由校务会决定。其他学术不

端行为严重甚至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吉首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工作小组

和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