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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规范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已长久地存在于学术共同体中，而学术共同体存在着诸多
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科学、科学与社会等关系，随着学术体制化与职业化
的发展，学术规范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规范学术活动中的这些关系，处理这些关系应遵循什么准则
，这是学术规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学科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率先将学科看做一种知识的纪律性，是社会关于叙述规则的操控体系
，而“纪律”就是纲常和律条，因此，学术规范就是调控学术主体的学术行为使之符合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要求的学科规训制度，其最终目的是形成学术纪律。
　　学术就是学术人员或学术组织结合比较专门和系统的学问，围绕知识创新而从事的各种正当活动
。
学术的本质要求学者诚实、实事求是、理性地对待科学。
但在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学术发生了异化，某些学者的学术活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导致了大量的违背学术伦理问题的产生。
　　没有学术自由则不可能发现和验证真理，因此，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但自由与责任
是相伴而生的，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学术责任是行使学术自由的先决条件，学术自
由的目的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更以求善为依归，故学术自由是有限自由。
学术山头主义、门派主义是学术自由的天敌，学术权威与普通学者的关系是协作关系、民主关系。
但必须对在什么情况行使学术自由、什么情况不该行使学术自由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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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学术规范的概念有如下观点。
贺雪峰认为，学术规范应该是指学术研究形成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将现在的研
究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不做低水平重复劳动，且形成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机制，其表现形
式是学术论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及较为健全的引文注释工作。
陈学飞认为，所谓学术规范就是指学术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中的规则，包括
技术层次、内容层次、道德层次。
陈通明认为，学术规范即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中的规范，就是保障学术研究活动正常有序进行的一系列
规则、制度和行为准则，这一系列规则、制度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就构成了学术研究活动运行的机制。
张积玉认为，学术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被学术界公认的一些行为规则。
王玉林认为，学术规范是指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
　　邓正来先生认为：“所谓规范化问题，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涉及学术内容
的实质性规则，比如如何建立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
增长传统，等等。
”梁治平先生从建立学术规范的目的和学术规范的功能的角度，试图给学术规范下一个定义：“所谓
‘规范化’就是要建立学术纪律，确立学术秩序，从而保证知识的有序增长，并使交谈成为可能。
具体地说，它还包含有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化的意思。
”基于这一认识，梁治平先生认为：“小至学术纪律、引证规则，大至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和秩序，
都可以包括在规范的概念里面。
”在邓正来先生对学术规范的界定里面，学术研究规则，学术研究范式，学术评价机制等都是从学术
规范的本体价值出发进行考虑的。
而梁治平先生所给出的定义当中，学术纪律、引证规则、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和秩序等也属于学术规
范的本体价值所辐射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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