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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如何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及培养研究生 

5月 15日，第十三期研究生导师沙龙在研究生院第一会议室举行，本次沙

龙特邀请数学科学学院雷震教授作“谈如何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及培养研究生”的

专题报告。来自文博系、新闻学院、国务学院、经济学院、信息学院等近十位导

师参加了此次沙龙。 

雷震教授是 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11 年起担任数学科学

学院教授，2012 年指导出一篇上海市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在短短的 4年期间，他从一

名博士生到导师并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作出

卓越成绩，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指导

经验。雷教授提到理科导师在担任研究生导

师前应具备足够的准备，第一要有足够好的

课题，导师要给学生一个高的科研门槛，足够好的研究领域，同时给与足够的科

研经费；第二要做好足够成熟的心理准备，越来越多的导学矛盾影响到导师的工

作和心情，导师要有前期预判。雷教授认为复旦大学培养研究生要站在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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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养尖端人才的认识高度，给与学生最前沿的课题，提供和创造全球论坛、访

学等机会，让学生与该领域全球最优秀的群体相处与比较，他希望在复旦大学求

学三四年后毕业的研究生，可以与全球一流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媲美，甚至超过。

对于智商稍高一些的研究生，努力培养他们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才。雷教授注重

调动学生的创造力，在指导过程中永远不会告诉学生答案，在于点拨和提醒，让

学生逐步具备独立自主的科研能力。 

会议最后，研究生院副院长先梦涵就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与在

座导师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大家各抒己见，现场氛围活跃。 

 

 

 

 

 

 

 

 

 

 

 



国外研究生学术规范培养的主要举措及经验 

林媛媛  张瑞卿  董应虎 

目前，世界各国均提高了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视程度，国外研究生教育主要变

化趋势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生规模稳步增长。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of 

Graduate Schools）的数据表明：2009年秋，美国研究生入学人数平均增长4%-6%。

二是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全面化和多样化。三是日益重视推行研究生学术规范培

养。研究学术规范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为学术不端行为，美国是最早研究学

术不端行为的国家，但直到1990年才开始采集学术不端案例。英国《经济学家》

周刊曾在《美国高等教育成功的秘诀》中指出，全球大约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

文以及44%的最常被援引的论文出自美国的大学。 

一、自上而下建立完善的研究生学术规范制度与准则 

发达国家研究生学术规范制度与准则建设起步较早，目前基本已形成较为完

善的研究生学术规范制度与准则体系，自上而下形成了相辅相成且操作性强的规

范制度与准则。在政府层面，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科研不端行

为的联邦政策》是最高层次的学术规范指导政策。其对“科研不端行为”给出了

明确的定义，对发现科研不端行为的要求、联邦机构和研究机构各自的责任等都

做了具体的规定。在学术团体层面，如美国化学学会出台了《学术职业指南》，

内容包括学生和博士后对教职员工和机构的责任，教职员工对学生和大学的责任，

管理部门的责任等。在高校层面，83%的美国大学都制定了校内学生的学术诚信

政策。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科学共同体并开展科研活动的国家。经过几百

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关于研究行为的指南及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规则，例

如英国大学联盟设立的英国科研诚信办公室于2008年发布《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程

序》。2009年，英国最高的学术组织团体英国研究理事会颁布了《关于良好研究

行为管理的政策规范》。 

二、学生全面参与的多样化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和宣传 

从1990年开始，各国逐渐增强了对学术规范的教育和宣传，各国政府、科技



界和教育界通力合作，构建了完善的学术规范教育体系，采取了多种措施营造良

好的学术规范环境，把学术规范教育看成国家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的主要组成部

分，形成了学生全面参与的多样化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和宣传形式。此外，各国

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教育举措，本文主要以极具代表性的美国为例来进行介绍和

阐述。首先，美国采取政策规定和项目支持相结合的模式，较好地贯彻实施了研

究生学术规范教育。1992年，在《国家研究辅助基金中要求负责任研究的机构培

训项目》中，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提出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of 

Research，RCR）教育计划，鼓励所有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参加负责任研究行为

教育。1997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也在研究生教育和研究训练综合项目中增加

了RCR教育的要求。自2010年起，又在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获得国

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条件中引入了RCR训练的要求。其次，美国建立最具特色的

高校荣誉准则的价值标准。学术荣誉准则是目前美国学术界研究讨论最多的营造

学术诚信氛围的策略之一。各学校荣誉准则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学校都在

尽可能的为之努力。传统荣誉准则一般包括以下要素：无人监考考试、采用某种

形式的书面誓言、由学生推选出来的“陪审团”进行审理、要求学生报告可能看

到的任何破坏准则的行为。最后，学生参与学术规范政策的发展过程中是美国高

校学术规范教育的又一大特点。学生的加入能使学生对诚信政策有更切身的认可。 

三、责任明确的多方研究生学术规范监督与制约 

大多数美国高校都会指定专人管理学术规范政策的执行、监督其执行效果、

提出完善政策建议、保存相关记录、并对学术诚信活动进行指导。一般由学生、

教师以及其他相关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提名人选，最多的情况是由学术事

务办公室主任或学生事务办公室主任担任。教师对研究生学术规范问题负有追踪

责任。很多大学还认为图书馆员在培养和监督学生的学术诚信过程中也起到重要

作用。例如，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每年都要对新生进行如何正确引用文献的培训，

设立专门工作人员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为教师提供鉴别学生是否抄袭的帮助。在互

联网发达的今天，反剽窃系统已经成为欧美国家高校常用的论文初筛工具。如

Turnitin是全球最权威的英文检测系统，其对比数据库中拥有4千万以上的学生

论文，120亿以上的internet网页，1万种以上的主流报纸、杂志以及学术期刊等。



美国高校有专门用于查询和诊断剽窃的网站和搜索引擎，提供专门的服务。英国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University of London）建立有专

门防止学术剽窃的电子扫描系统。这些监督技术对研究生学术规范意识均具有较

大的威慑力。 

四、满足需求的有效研究生学术规范激励与保障 

国外很多高校都建立了相应的学术规范激励制度。对教师来说，很多美国高

校都规定，管理者们要尽量给教师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其履行规范学术的责任。

对研究生来说，美国高校要求学术指导教师密切注意那些抱怨学业负担过重的学

生，并针对他们的问题提供援助。德国马普学会（MPG）在其《良好科学实践的

规定》中特别强调了对于博士研究生除了主要导师之外，还应安排两名经验丰富

的研究人员对其提供咨询和帮助。对研究生的学术评价也是激励其学术规范不能

忽视的关键因素。国外着重于评价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和学习体验，而不是论文产

出量。如美国高校注重对研究生平时的考查，研讨课上的口头报告表现等都要计

算成绩。美国近年来还着手建立评估研究生跨学科教育的T方法，旨在对研究生

跨学科知识和兴趣的自我认知水平进行定量测量。在英国，高等教育学院每年组

织专门的调查，对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体验进行评估。日本在2011年8月制定的《第

二次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2011-2015年）》中引入了博士论文写作能力审查制

度、免除硕士论文等制度。 

五、程序规范的研究生学术不端认定与处罚 

发达国家诚信观念深入人心，不诚信的人在社会上普遍不受欢迎。在研究生

学术不端的认定和处罚上一般都十分规范和严格。美国最高法院出台了正当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为美国高校在处理学术不端争议时提供实践指导。英

国高校成立专门机构来调查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体现出学校对于学生群体学术

规范的重视程度，确保了处理程序规范、科学、合理。加拿大高校都有明确的详

细的学术不端处理程序和处罚措施。丹麦科研不端行为的最高法案《研究咨询系

统法案》赋予了丹麦学术不端委员会监督和检查科研活动中涉及科研不端行为的

职责，且学术不端委员会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法律依据。作为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



德国学术造假行为不仅会受到各学术部门的纪律处分，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刑

法》对因伪造篡改数据而造成对其他主体的伤害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版

权法》和《民法》则对剽窃他人成果或创意的认定和处理做出了规定，《高等教

育法》则详细的阐述了作者的署名原则等。 

六、以人为本的保护学术不端举报人和嫌疑人的 

隐私权学术不端行为调查中举报人和嫌疑人的隐私权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不管最后的指控是否属实，都会对一方的学术生涯带来重大伤害。在美国，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人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保护。各高校也建立了许多有

效的制度来保护那些举报学术不端行为的人的权利。同时，对科研不端嫌疑人的

隐私保护也是科研不端行为惩戒机构的重要责任，他们必须为嫌疑人提供最大限

度的保密措施，联邦机构与高等院校对科研不端嫌疑人的隐私权保护有明确的责

任分工并且相互协作。在英国高校，学术不端处理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隐私权，

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 

七、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统一的学术规范建设理念 

学术自由是以对学术规范的遵守为前提的，学术规范不是限制学者的学术行

为，而是要创造一个有序而又自由的学术环境。学术自由能孕育学术活动的热情，

从而达到较高的学术规范境界。日本《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规定：为了保障教学、

学术自由，校长、教师和部局长，不经大学自治机构审查同意，不得违背本人 

意愿调动工作、降职或免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表的著名的《1915年原则宣言》

（General Declaration ofPrinciples）对于何谓学术自由、学术权力的基础何

在、学术机构的职能是什么都有严肃明确的界定论述。各高校在传承和发展学术

自由政策的同时，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明确学术人员应尽的学术义务，使师生承

担着相应的学术责任，既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享有学术自由，同时又必须履

行相应的学术责任，为高校研究生学术规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土壤。 

结语 

总之，国外研究生学术规范培养普遍受到重视，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术



规范培养体系，诸如在研究生学术规范培养机构、组织、制度以及教育和监督等

方面，基本上形成了程序化、制度化、人性化的研究生学术规范培养模式和科学

的、先进的研究生学术规范培养理念。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质量之所

以高，与其较高的研究生科研诚信分不开，与其高度发达的研究生学术规范培养

体系分不开。 

 

（资料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8年第 9期 ） 

 

 

 

 

 

 

 

 

 

 

 

 

 
 

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Fudan Supervisor Service Center，简称 FSSC），于 2016

年 11月成立，主要职能：提供政策咨询、组织导师培训与导师沙龙活动、发布导师相关信

息、协调处理师生关系以及开具博导证明等事务性服务。  

Email：gs_supervisor@fudan.edu.cn  

联系电话：021-65642077 

联系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号 8号楼研究生院 225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