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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学术道德建设，规范学术行为，决定在

学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负责与学校科研活动

相关的学术道德问题的宣传、教育、监督和查处。 

第二章  机构设置与原则 

第二条  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由学校学术委员会产生，

设主任委员 1 人，委员若干人，由学校学术委员会提名，讨论通

过，每届任期 4年。 

第三条  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开展学术道德的宣传、

教育、监督和查处时，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中国科协共同制定的《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

见》、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广东省教育厅及学校有关学术道德规范为基本标准。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职责：负责制定学

校学术规范及相关处理办法；评估学校有关学术道德方面的方针

政策和学术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学术道德问题的投诉和调

查，并向学校学术委员会提出处理建议；受理学术不端行为的举

报并组织相关调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 

第五条  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的领导

下受理学术道德问题的署名举报和投诉，并就事件的事实情况开

展独立调查。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有义务和责任保护举报人

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就学术道德事件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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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充分听取被调查对象的事实陈述，尊重和保护被调查对象

的各项权益。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也可根据其它渠道所反映

的学术道德问题进行必要的查询，在调查和查询结束后将结果报

学校学术委员会。当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无法就某一事实的

调查形成一致判断时，应将掌握的全部材料移交学校学术委员会

裁定。 

第七条  在没有形成调查结论前，委员会成员负有保密义务

和责任。委员会成员除了接受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咨询外，不

得向任何无关人员和媒体发表评论。当被调查对象是委员会成员

时，其本人必须回避，与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成员，应全程回避，并对调查予以积极配合，

其空缺位臵由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提名增补。当学校党政领导或

学术委员会成员成为被调查对象或涉及被调查事件的有关内容时，

当事人应回避。 

第三章  附则 

    第八条  在学术道德建设中遇到或者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时，

由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提请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 

第九条  本条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

解释。原《肇庆学院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肇

学院„2014‟62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