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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各类科研项目实施中的科研诚信建设，弘扬科学

精神，严明学术纪律，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营造优良学风，

提高学院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学术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以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名义从事学术活

动的人员，包括所有教职员工（以下简称教师）和各类学生及以学院

名义发表作品的其他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学术不端行为是指违反学术道德与学术行

为规范的行为，包括：

（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三）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四）伪造注释；

（五）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六）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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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故意夸大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科学含量、经济价值和社

会影响且造成不良结果；

（八）违反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或学校有关保密的规定，

将应保密学术事项对外泄露；

（九）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的行为与表现。

第二章 调查和处理程序

第四条 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应遵循合法、客观、公正的原

则。院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评判机构。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接到举报后，应进行登记。被举报的

行为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学术不端行为，且事实基本清楚，并属于学院

职责范围的，应予以受理；不属于学院职责范围的，转送有关机构处

理。不符合受理条件不予受理的，应书面通知实名举报人。

第六条 秘书处根据不端行为性质和造成的影响，成立专家组进

行调查。专家组由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组成，必要时，聘请法律专家

和道德伦理专家。专家组成员或调查人员与举报人、被举报人有利害

关系的须回避。

第七条 在有关举报未被查实前，调查机构和参与调查的人员不

得公开有关情况；确需公开的，应严格限定公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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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被调查人、有关单位及个人有义务协助提供必要证据，

说明事实真相。

第九条 调查工作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核实、审阅原始记录，多方面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

(二)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说明事实情况；

(三)形成初步调查意见，并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

(四)形成调查报告。

第十条 学术不端行为影响重大或争议较大的，可以举行听证

会，听证会由专家组组织。

第十一条 专家组完成调查后，向调查机构提交调查报告。调查

报告应当包括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过程、主要事实与证据、处

理建议。

第十二条 秘书处根据专家组的调查报告，会同相关部门，根据

其职责和权限提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意见。提交学术委员会作出

处理决定。

第十三条 秘书处应在作出处理决定后 10 日内将学院处理决定

送至被处理人、实名举报人。

第十四条 学院根据学术委员会的认定结果和处理建议，决定对

当事人处理结果。查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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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处理措施

第十五条 学院应当根据其权限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情节轻重，对

学术不端行为人做出如下处罚: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记过；

(四)责令其接受项目承担单位的定期审查；

(五)禁止其一定期限内参与科研活动；

(六)追回由此行为或成果取得的一起利益、荣誉和资格；

(七)在人事任用和职务晋升中，视情节严重程度，实行一票否决

制；

(八)解聘、辞退或开除等；

(九)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本规范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执

行。

科研处

二 0 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