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硅酸盐学会学风道德诚信机制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意见》的通知精神，根据

《福建省科协业务主管省级学会综合能力评价工作指导手册》和

《福建省硅酸盐学会章程》有关指示，塑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尊重学术、刻苦钻研和诚实做人的学风氛围，福建省硅酸盐学会

秘书处制定会员学风道德诚信三项机制如下： 

一、建立健全会员学风道德诚信思维自省机制 

福建省硅酸盐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团体会员和个人会

员主要来自于省内硅酸盐科学技术工作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

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倡导奉献、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一直是学会培养科技人才的发展目

标和根本任务，而学风道德与学术诚信更是立德树人，践行科学

精神的基石。具备学风道德诚信思维，对科技工作者、高校教师

和学生的学术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学术诚信并非独立存在，也不可能独立存在，是属于整个社

会诚信的一部分。因此，学术诚信的建设，需要从每一个人的诚

信上下手，本学会会员学风道德层面当严以律己，须谨记“科研

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并做到时时自省： 

1.加强自身学术素养，充分认识到建设道德诚信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树立科学道德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日常工作中创



造有利于宣传学术道德建设的环境条件，形成以遵守学术道德为

荣，违反学术道德为耻的自我认知。 

2.自觉培养潜心钻研、勇于创新、尊重知识的学术精神；勤

思勉学与慎思明辨并重，秉持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并持之以恒；

营造求真务实、诚信严谨的学术氛围。在学术道路上恪守风清气

正、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 

3.牢记尊重知识，忠于真理，尊重创造，自觉维护学术精神，

完善学术人格，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杜绝急功近利，始终反对投

机取巧的作风和抄袭剽窃的行为。遵守学术刊物引文规范，抵制

学术不端行为，推崇遵守和履行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的事迹。 

4．铭记学思并重，注重品学兼修，在日常工作中普及科学

思想，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秉持科技创造服务于人类，以推进社

会进步为己任。 

5．拓宽学术视野，重视学术交流，鼓励学术竞赛，探索创新

方向，营造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弘扬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追

求探索真理，崇尚自主研发，争做创造和创新者，勇攀学术高峰。 

6.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遵守相关规定，自觉履行审批程序，

恪守外事纪律和保密规定，不弄虚作假，不浪费学会和社会资源。 

7.学会和学会分支机构领导带头严格要求自身，作为引领者

弘扬优良学风，恪守学术道德，践行科研诚信，不利用职务之便

在论文、报告或科技奖中挂名，不为实现特定意图而要求提供片

面、不实数据或意见；绝不以行政手段或学术地位压制不同意见、

改变研究结论。 



学风道德和学术诚信是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火种，良好的机

制首先需要具备自觉意识和自省意识，当每一个个体都能怀着强

烈的科学使命感和时刻检视自身的责任感，作为主体的学会才能

更好的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为推动我省以

硅酸盐为代表的材料科技事业绿色、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做

贡献，促进社会道德诚信价值观健康积极向上。 

二、建立健全定期开展学风道德宣讲活动机制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学会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

弘扬优良学风、恪守学术道德作为立德树人的火种，传播科学家

精神的光明。 

为了加深学会会员对学风道德与学术诚信重要性的了解，从

思想上做出改变，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遏止社会上

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学会及分支机构汇聚多方面的力量，根据

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会定期开展活动宣讲学风道德建设，并将其

与相关专业内容或相关计划项目结合，设置相应的平台对团体和

个人会员进行不同形式的推广。通过学会主办、承办、协办的各

级赛事积极践行学风道德建设，改善自律自省的专业氛围，创造

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竞争环境。 

三、建立健全会员学风道德诚信抽查检查机制 

监督制度不完善和惩戒制度不到位，都容易出现学术道德与

学风建设问题。学会及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是学会学风道德诚信建



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对学风道德建设工作高度重视，提高管理水

平，全面掌握会员在学风道德诚信上的各项情况，确保学会章程

规定及各项学会制度在日常工作中得到落实。 

建立学风道德评价团队，改进学术奖励办法，完善学术管理

制度，大力推行学术监督与惩处措施，做到有法可依，赏罚分明。

只有以严格的措施惩戒学术道德失范者，才能切实捍卫科研诚信

的生命线。从底层解决诚信的问题，才能顺理成章地建立学术诚

信的风气； 

学术监督范畴：违反学风道德诚信机制的行为。即在其研究

和学术领域内以编造、伪造、剽窃和其他有违科研道德的行为，

包含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有违社会道德的行为。违反学风道德

诚信机制认定标准如下： 

1、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内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包括：编造

数据，篡改数据，改动原始文字记录和图片，在项目申请、成果

申报以及职位申请中做虚假的陈述。 

2、损害他人著作权，包括：侵犯他人的署名权，如将做出创

造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之外，未经本人同意将其列入作者

名单，将不应享有署名权的人列入作者名单，无理要求著者或合

著者身份或排名，或未经原作者允许用其它手段取得他人作品的

著者或合著者身份。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如将他人材料上的文

字或概念作为自己的发表，故意省略引用他人成果的事实，使人

产生为其新发现、新发明的印象，或引用时故意篡改内容、断章

取义。 



3、违反职业道德利用他人的科研成果、重要的学术认知、

假设、学说或者研究计划，包括：未经许可利用同行评议、内部

报告或其它方式获得的上述信息，未经授权就将上述信息发表或

者透露给第三者，窃取他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计划和学术思想据

为已有，抢先申请专利或发表论文。 

4、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研不端行为，包括：将同一

研究成果提交多个出版机构出版或提交多个出版物发表；将本质

上相同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发表；将基于同样的数据集或数据子

集的研究成果以多篇作品出版或发表，除非各作品间有密切的承

继关系。 

5、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包括故意损坏、强占

或扣压他人研究活动中必需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数据、软件

或其它与科研有关的物品。 

6、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包括骗取经费、装备

和其它支持条件等科研资源；滥用科研资源，用科研资源谋取不

当利益，严重浪费科研资源；在个人履历表、资助申请表、职位

申请表，以及公开声明中故意包含不准确或会引起误解的信息，

故意隐瞒重要信息。 

7、其他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 

抽查检查机制：以上违反学风道德诚信机制的行为，由学会

及学会分支机构负责人组建的学风道德评价团队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抽查。即学风道德评价团队按年度从学会个人会员中随机确

定抽查名单开展检查，定期抽查比例不低于会员人数的 3%；根据



团体会员单位类型、企业类别、检查事项等条件，不定期随机确

定抽查名单开展检查抽查。 

学会惩处措施：对抽查中发现会员存在学风道德诚信方面的

问题，要上报会员大会、监事会和理事会，接受全体会员监督。

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处理。构成行政处罚情

节严重的，应当立案调查，根据学会第八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

通过的《福建省硅酸盐学会会员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会员触

犯刑律，其会籍即自动取消；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

其他部门；不构成行政处罚的，进行会内警示予以纠正，并提交

最近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视整改情况表决是否予以除名。 

学风道德诚信评价工作中，所有奖励与惩处执行情况通过学

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公示通报。 

 

 

 

 

 

 

 

 

 

 

福建省硅酸盐学会秘书处                  2022年 3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