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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的解读

近日，科技部监督司发布了《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

（2023）》（以下简称《指引》）。现就《指引》有关内容

解读如下。

一、编写《指引》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开展负责任的科学研究是国际社会科技治理的广泛共

识，是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专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

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

理的意见》等文件，对树立科技界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

值理念，营造诚实守信、崇尚创新的良好科研生态作出具体

部署。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科技部监督司组织

力量编写形成了《指引》，旨在为引导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规范开展负责任的科学研究提供

实践指南，进一步推动弘扬科学家精神、恪守诚信规范成为

科技界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二、《指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一是体现共识度。《指引》充分吸纳了我国科技界长期

形成的、具有广泛共识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同时又借鉴

了国外有益经验、体现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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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注重覆盖面。《指引》的适用对象包括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及其科研人员，有关规范要

求覆盖科技活动的主要环节和过程。

三是力求操作性。《指引》所提科学道德准则和学术研

究规范是科研单位、科研人员应普遍遵循的，有关内容及文

字表述力求简练易懂、可以落地，具有较强操作性。

三、《指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指引》共 11 个部分，覆盖了科研活动的主要方面和重

点环节，针对科研人员、科研单位、科研资助机构、科技类

社团、学术期刊等不同主体，提出了开展负责任研究应普遍

遵循的科学道德要求和学术研究规范。

科研人员要践行科学家精神，坚守学术诚信，开展负责

任研究。确定研究选题应坚持“四个面向”，突出问题导向，

符合科技伦理要求与科技安全规定，避免简单重复或低水平

研究，避免脱离实际或盲目追求热点，不得开展法律法规禁

止的研究。申报项目应真实、准确、客观提供申报材料，不

得使用相同或相似研究内容重复申报。实施项目应严格履行

任务书或合同义务，不得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不

得违规将研究任务转包、分包，不得以不相关研究成果充抵

交差。

科研人员应把科技伦理要求贯穿到研究活动的全过程，

依规开展科技伦理审查，加强伦理风险防控。研究数据的采

集、记录应确保完整、准确、可追溯，处理、保存和使用应

符合专业规范和管理规定。参考借鉴他人观点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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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实事求是、力求准确，并以恰当方式标明来源。对成果无

实质学术贡献的不得署名。参与同行评议时应客观、公正、

严谨，严格遵守评议工作纪律。作为导师和研究团队负责人

的，应加强对学生和研究团队成员的指导和监督。

科研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科研诚信等相关方面

的建设工作摆上重要日程，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责任体

系，加强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学术管理和教育培训，为科研

人员开展负责任研究提供必要支撑条件。

四、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对负责任研究带来了

机遇和挑战，《指引》作了哪些考虑？

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快速发展，为

负责任研究带来了新机遇，推动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

革，同时也可能在研究数据处理、研究成果形成、署名与知

识产权归属等方面引发新问题。为此，《指引》从研究实施、

数据管理、成果署名与发表、文献引用等方面对如何依规合

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出了具体指引，同时提出不得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生成申报材料，不得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列为成果共同完成人，不得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的由生成式人

工智能生成的参考文献等，明确划出了具体边界。《指引》

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作出更新调整并适时发布。

五、《指引》如何使用？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要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将《指引》作为本单位建立完善科研管理制度规范的

重要参考，也可作为科研人员相关培训材料使用。科技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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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要依据《指引》进一步完善本领域科研活动自律公约和职

业道德准则，更好发挥自律自净作用。科研人员在科研实践

中要遵循《指引》要求，开展负责任研究，争做重大科研成

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

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