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制不端学术行为机制建设”项目方案

一、项目研究依据

近十年来，政府管理部门、各大学、研究机构等对学术道德的构建和治理逐步重视起来，

如科技部牵头建立了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各高校及研究单位建立了学术评价委员

会；近年来民间人士也加入了反学术道德腐败阵列中；媒体与网络对学术打假起着推波逐浪

的作用。这些综合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的社会与民众，对学术造假从无奈的憎恨发展到积

极地去治理。据我们了解，各重点高校都成立了学风委员会，制定学术规范，对学术造假予

以严惩。应该说，这些措施对建立学术道德诚信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研究中我们了解到，一方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虚

荣心的诱惑，各种学术作假手段越来越高超；另方面，各有关单位的学术评价机构力量有限。

比如，上海某高校成立了学风委员会，该委员会十几位委员来自不同的专业，某个专业领域

出现造假行为，只有一位该专业的专家具有话语权。所以这种学风委员会对真假的判断和进

一步评价具有局面性，缺乏全面性和科学性。而且，内部问题内部解决，有可能造成近亲宽

容，甚至包庇的现象。这对进一步打假形成阻力。

而我们专业学会，是一个社会团体，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学术求实”和“维护科学

工作者的权益“。在学会里，聚集了本专业的高端人才，而且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具有公

正性，他们也是本专业的权威代表。可以说，专业学会，在学术科学评价、建立学术道德机

制、治理学术腐败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位和重要的功能。

二、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以上分析，上海市力学学会为进一步推进力学学科发展，有效地抵制学术腐败，端

正学术风气，纯洁学会队伍，我们提出以下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十一届理事会的换届改选，修改学会章程，将抵制学术腐败，打击学术造假等有
关内容加入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各专业委员会的职能，将打击学术腐败作为学会必做的一项

工作。

2、召开力学专家会议，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学习其他科技团体和其他期刊先进经验，
广泛调研，在此基础上对本方案进行修正和细化，提出比较可行的治理学风的实施方案，提

出对造假行为惩罚的具体措施。

3、组织力学专家投稿，利用“上海力学动态”和学会网站，刊登有关专栏内容，进行舆
论宣传。

4、提高《力学季刊》的质量，确保论文质量和诚信，杜绝论文发表中各种学术不端行为。
完善论文审定程序，购置论文审稿系统软件，对投稿论文进行计算机初审，使论文在源头上

受到严格审查，避免出现抄袭现象。



5、成立学会理事会下属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受学会理事会领导，由品行端正
学术水平高的专家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对学会学术刊物论文、学会承担课题研究成果和以学

会名义发布学术信息存在的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或纠纷进行调查、取证和评估，提出审查意

见，提交常务理事会研究。如确证有造假行为存在，由常务理事会做出决定，进行必要的惩

罚。该委员会也可接受其他单位委托，对有关力学学术道德的问题或纠纷进行调查、取证和

评估，提出审查意见。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从舆论宣传上，树立学会会员对端正学风从我做起，从严做起的风

气；从论文审稿程序上积极地阻断可能产生的造假渠道；从组织职能上和组织力量上，加大

打假力度。从而力保上海力学界一片纯洁的蓝天。

三、项目实施计划：

时间安排：2011年 7月至 2012年 6月。

组织安排：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仲政教授为项目负责人，学会办公

室、 学术委员会及各委员会、《力学季刊》编辑部为主要参加单位。根据项目进展，适当聘

请资深力学专家作为本项目技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