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关于学术不端行为认定和处理规定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学术道德，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强

化学术诚信意识，健全学术评价机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教育部等部门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特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实施本规定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依法的原则，

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严治学的原则，公正、公开、公平的

原则，惩防并重、重在预防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

院在职教职工、正式注册的各类学生；也适用于以北京电

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名义从事学术活动的访问学者、

进修教师和校外兼职人员等。

第四条 学术不端行为事件的调查、审查和处理，必须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二章 学术不端行为事件的事实认定

第五条 抄袭与剽窃他人学术（创作）成果行为：

（一） 抄袭他人学术成果；

（二）剽窃他人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或实验数据、调查

结果等；



（三） 违规使用他人学术认识、假设、学说、研究计

划等。

第六条 伪造与篡改自己学术（创作）成果行为：

（一） 故意做出虚假的陈述，捏造、拼凑、篡改实验

数据、结论或引用的资料、注释等；

（二） 改动原始文字记录和图片等。

第七条 伪造学术经历行为：

（一） 在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历评定、申报科研项

目，以及其他学术活动中，故意不实报告个人简历、学术

经历、学术成果等；

（二） 在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历评定、申报科研项

目，以及其他学术活动中，伪造专家鉴定、证书及其他学

术能力证明材料等。

第八条 重复发表学术（创作）成果行为：

将同一研究（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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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成果改头

换面发表。

第九条 不实反映学术（创作）成果行为：

（一） 虚报科研成果，或重复申报同级同类奖项，或

随意提高成果的学术档次等

（二） 在出版成果时不如实注明著、编著、编、译著、

编译等。

第十条 滥用学术（创作）成果署名行为：



（一） 未参加科学研究或者论著写作，而在别人发表

的作品等成果中署名；

（二） 未经被署名人同意而署其名等；

（三） 在科研成果的署名位次上高于自己的实际贡献；

（四） 未经被署名人允许的随意代签、冒签；

（五） 损害他人著作权，侵犯他人的署名权，将做出

创造性贡献的人排除在成果名单之外。

第十一条 滥用学术信誉行为：

（一） 在学术活动过程中夸大成果价值；

（二） 未按照有关规定或学科管理惯例经过有关专家

严格论证，或未经相关组织机构的学术论证，擅自通过新

闻媒体发布、炒作研究成果，谋取个人或单位的不正当利

益。

第十二条 包庇行为：

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就他人有关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调查

时，故意隐匿有关事实和证据等。

第十三条 学术事项泄密行为：

违反国家和学院有关保密规定，未经学院科研主管部门

和项目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应当保密的学术事项公开。

第十四条 其它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

为：

（一） 包括授意（或指导教师默许其指导对象）、指使、

协助他人进行有违学术道德规范；



（二） 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骗取经费、

设备和其它支持条件等科研资源；

（三） 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等。

第三章 学术不端行为事件的处理

第十五条 学术不端行为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由有关司法部门或行政部门处理，

违反有关项目管理规定的，由项目主管部门处理，但均不能

免除学校的处分。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相应处理。

第十六条 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名誉权或专利权的人

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民法通则》和《专

利法》等有关法律中的条款，当事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第十七条 对于违背职业道德，违反本规定的教师及相

关人员，将依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追究相关

责任，处理方式包括：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或记

过处分；暂缓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取消今后申报

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资格；取消已有的专业技术职务

岗位以及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按低一级的专业技术职务岗

位享受其相应的工资、岗位津贴和其他福利待遇；撤消当事

人行政职务；对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可采取暂停、终止科

研项目并追缴已拨付的项目经费，撤销其因违反学术道德行

为而获得的有关学术奖励、学术荣誉及其他资格；给学校造



成重大损失、情节严重者，给予当事人解聘处理或行政开除

处分。如当事人的行为侵犯其他个人或单位的权益，在给予

上述处分的同时，责令其向有关个人或单位公开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以上处理

方式，可以单独作出，也可以并用。

第十八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在校学生，视情节轻重，

追究相关责任，处理方式包括：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警告、

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撤销获

得的有关奖励或其他资格；取消参加各类奖励评定资格；取

消申请获得相关学位的资格。如当事人的行为侵犯其他个人

或单位的权益，在给予上述处分的同时，责令其向有关个人

或单位公开赔礼道歉，补偿损失。对于在读期间违反本规定

的已毕业学生，将依照问题的严重程度，给予追加处分，直

至撤销其所获学位，并通报其所在工作单位。以上处理方式，

可以单独作出，也可以并用。

第十九条 在纪律处分期间再次发生学术不端行为行

为者将从严处理。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师生员工的处分期限，一般为

1-2 年。在处分期限内，无申请及获得相关学位资格，无晋

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资格，无晋升工资资格，无申请

科研项目和学术奖励资格。处分期满，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和

有关职能部门审查，确认其在受处分期限内能够认识错误，

并有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未发现新的违规行为，即可获得

原有各项资格及权限。



第二十一条 学院学术委员会是学术不端行为事件的

受理机构，负责事件的审查和事实认定，负责向院务会提

出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第二十二条教职工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决定由院务会

做出；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决定由学生纪律处分委员

会做出，需要院务会批准的应予以报告。

第二十三条 院务会在接到经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报送的

调查报告和学院有关职能部门的处理意见后，在 30 日内作

出处理决定。

处理决定书面送达被举报人、证人和举报人，10 日内

如无申诉则由学校公布处理决定。

第二十四条举报人或被举报人为教职员工，如对处分决

定有异议，可在接到处理决定后 10 日内向学院有关职能部

门书面申请复议。院务会在 30 日内对案件作出复议或不复

议的决定。

被举报人或当事人为学生，如对处分决定有异议，则按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61 条、62 条、63

条履行申诉程序。

第二十五条 在院务会或学生纪律处分委员会对学术

不端行为事件处理结果未做出之前，所有的调查、审查过

程必须在保密的范围内进行，不得向被举报人透露举报人、

见证人的情况。

第二十六条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调查审议，确认举报失实

的，学校及相关方面有义务维护被举报人的名誉和其他权益。



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的校内举报人，由校有关职能部

门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试行）经学术委员会讨论通

过，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试行）若与上级相关文件相

矛盾，以上级相关文件为准。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试行）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

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