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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工作管理，在当前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下，对加强医

学研究生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简析医学研究生科研失信存在规章制度不健全、学术评价机

制不合理、导师作用不明显三方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诚信教育课程，完善制度管理体系，开

发实验记录系统三个途径，以强化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科研诚信建设，保证研究生队伍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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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which is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eover, the article analyzes three rea-
sons for the dishonest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in detail, which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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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erfect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unreasonable acade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he 
unclear prominent role of mentors. Consequently, there are three ways which are enhancing inte-
gr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veloping experi-
mental recording system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and ensur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raduat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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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研究生招生规模 10 年来增长近一倍，高校对科研的投入因此也

不断加大、科研产出速度不断增加，不恰当的量化和标准化考核要求导致学术不端行为频发，并有蔓延

之势，高等医学院校更是成为了重灾区[1] [2] [3]。本文仅就加强科研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及具体建议作初

步探析。 

2. 加强医学生科研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2.1. 是激发科研创新的有力保障 

国家对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寄予厚望，他们是提升我国医学领域国际影响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科

研失信行为一旦蔓延则会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4] [5]。因此，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有利于维护学术秩

序及提高学术质量。一方面筑牢了医学生良性竞争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充分

激发他们的科研潜力，在夯实制度基础的同时，提高整体学术质量。 

2.2. 是培养拔尖人才的有效支撑 

在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具有高水平创新性、复合型临床医学拔尖人才是高等医

学院校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科研诚信是医学生必须具备的品格素质，是进行科研活动必须守住的行

为底线[6]，也是其科研人生的底线和基石。其次，加强科研诚信教育有利于医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创

新思维的迸发。在科研工作中，如果始终不忘初心，朝着自己既定的研究方向脚踏实地，那么自身的科

研能力也会得到锻炼和提升，甚至得到意外的收获。 

2.3. 是做新时代建设者的关键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二字从个人行为层面做

了基本理念的凝练，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7]。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较之其他专业更需具备该品质，学

术严谨代表着职业尊重。因此，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有利于促进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教育引导医学生

全身心投入到学术中去，并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严谨的治学态度中攻坚克难，使之成为合格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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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建设者。 

3. 浅析医学生科研失信的原因 

为了解现在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的科研诚信状况，课题组对本院研究生进行了随机访谈(包含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问题主要围绕：你认为导致医学研究生科研失信的原因有哪些(从个人原因、社会原

因、制度原因等方面展开)？你认为导致医学研究生科研失信的原因中哪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经过整理归

纳，发现医学研究生认为的科研失信行为体现在研究生培养的各个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规章制度不健全 

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是加强医学生科研诚信建设的关键，是开展各种教育和管理活动的重要抓手[8]。
但是，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只是借助周期性的科研诚信讲座进行鞭策敲打，缺乏完整性的长效机制，使

得制度建设推进缓慢。同时，科研诚信管理部门在建章立制过程中，往往忘记结合自身实际，最终落地

困难而难以对照执行，久而久之沦为一夜废纸。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恰恰反映出当前医学院校对科研诚信

建设的不重视，在落实规章制度方面不够坚定。 

3.2. 评价机制不合理 

当前，双一流高校医学专业研究生绝大部分采用发表期刊论文加学位论文的方式取得毕业证书和学

位证书，这种学术评价机制使得医学生变得浮躁[9]，只愿在学习生涯中做一些短平快的应用性研究，不

愿从事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研究，更有甚者，为了如期毕业或毕业后留院、留校不追求论文的质量和

价值而选择投机取巧，久而久之，医学生被社会氛围中的虚荣习气侵蚀，开展医学研究的初心发生转变，

致使粗制滥造、一稿多投、伪造数据、剽窃篡改等“工厂论文”被产生出来，这与科学研究规律背道而

驰的科研失信行为愈演愈烈。 

3.3. 导师作用不明显 

目前，我国医学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带教制，导师的一言一行将贯穿整个研究生学习生涯，甚至对

今后踏上临床、研究工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一些导师硕士、博士学生较多，对每个人的培养

精力明显分散，甚至越来越少，导致某些研究生处于“放养”状态，极度缺失导师关于科研诚信方面的

指导。另一方面，现施行的带教制由于存在科研劳务经费投入，故研究生一定程度上变为了科研助手为

导师“打工”，师生关系逐渐演化为雇佣关系，导师的素质教育且不说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反而在学生

成长过程中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4. 应对医学生科研诚信建设的途径 

李真真认为当前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治本之策在于改革我国科研评价体制与激励机制，以此来促进

与育成良好科研环境[10]。王飞认为当前我国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可以通过课程开设的方式进行实践探索，

确定好课程的对象、主体、性质后调动高校和教师开课的积极性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11]。詹宇认为我国

医学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可以从五方面来建议：完善医学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建设多元化医学科技评价体

系；加强医学科研诚信教育宣传；加大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完善监管机制[12]。江雨莲认为医学论

文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策略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国家与各地区完善科技评价制度，铲除第三方代写、代

投与买卖论文产业链，加大学术不端惩处力度；二是医学科研机构要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科研管理，警

惕科研成果数量异常增加[13]。借鉴国内专家的相关建议，结合高等医学院校自身的特点，提出下述医学

研究生科研诚信建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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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强诚信教育课程，筑牢思想根基 

研究生阶段的素质教育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把科研道德素质教育、诚信教育作为重

要的德育教育内容，贯彻到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切实强化科研道德意识、诚信意识[14]。基于高等

医学院校研究生教学现状，首先可以在通识课程设置中增设学术规范课程，使研究生明确哪些行为是学

术不端与失范行为，形成优良学风；组织各种形式的科研诚信教育讲座，包括正反面案例分析，发挥警

示作用、构建交流平台。其次，正确发挥导师带教作用，以科研工作为契机，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敬

业的工作精神、高尚的道德修养；导师每周或每月组织一次学生关于课题研究进展的小组讨论与原始数

据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有目的地制定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引导研究生毕业答辩规范、论文核查不存

在科研诚信问题。 

4.2. 完善制度管理体系，加大惩罚力度 

建立学术道德委员会，作为实施学术规范、监察学术违规行为和指导、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道德和

学术诚信教育的监管机构[15]。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的监督机制和惩处政策，做到有章可循。目前，

针对科研诚信问题具有最高法律效应的规章制度应属 2022 年颁布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其

核心应是对于科研道德水准下降及科研不端行为严惩不贷，利用科研失信行为获得的资助项目、科研经

费以及科技人才称号、科技奖励、荣誉、职务职称、学历学位等的，撤销获得的资助项目和人才、奖励、

荣誉等称号及职务职称、学历学位，追回项目经费、奖金，同时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并提供相关部门和地方依法依规对有关责任主体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但在行政或党纪处罚方面缺乏相应措施，亟需完善。 

4.3. 开发实验记录系统，防范失信行为 

传统纸质的实验记录很容易造成数据记录不规范，誊抄错误；数据分散难以检索，重复实验多；部

门协作困难，科研数据不透明；很难长久保存，耗费存储空间；实验记录本丢失等问题[16] [17]。而电子

实验记录系统则能① 保证数据可靠性，提高规范性；② 非常容易的被检索，提高数据综合利用度；③ 缩
短项目周转时间，提升项目总体效益；④ 构建内部知识库，永久贮存等，这更符合现代医学研究的特点，

并有效节约工作时间。电子实验记录应能囊括以下六大功能：① 多种实验仪器数据连接；② 多种实验

数据格式文件的管理，保证导入实验数据的真实性、规范性；③ 实验记录，包括预实验管理、正式试验

管理、复测实验管理、外送实验管理；④ 集成通用的 Word、Excel、PowerPoint 工具，实现操作和编辑，

做到无缝对接；⑤ 知识库管理及检索，检索的结果支持保存和导出，确保快速准确，并支撑后续的科研

数据挖掘；⑥ 权限管理，实现多级用户管理保证数据安全，实现各课题组数据按权限访问。相信电子实

验记录的推广使用将显著提高实验记录质量，降低师生间沟通成本，为提高医学研究生科研素质打下坚

实的基础。 

5. 结语 

高等医学院校科研诚信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工作。通过完善各级各类管

理制度、多部门协同，有效发挥学校、导师和学生间的相互作用，守住底线、修炼内功，从根本上减少

科研失信行为，保证医学研究生队伍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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