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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层面，腐败是一种易于被理解的

现象，其基本定义是“滥用被委托的权力以

谋取私利”。但在实践层面，它涵盖了一系

列或许不那么容易被观测到的活动和现象，

如贿赂、勾结、贪污、裙带关系等。学术诚

信的缺失、欺诈以及其他形式的不道德行为，

是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普遍面临的腐败问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大

学历来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更因为青年一

代的关键成长期主要是在教育机构中度过，

他们在学生时代经历的任何学术腐败问题，

都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未来在职场和

个人生活中的行事作风，对社会乃至整个国

家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学术失信或

不端的理解和包容度却是不一样的。以政治

名人博士论文造假或存在抄袭问题为例，在

一些国家，涉事者可能只是被撤销学位；但

在另一些国家，涉事者会因此背上品行不端

的骂名，被迫终止其政治生涯。在俄罗斯和

乌克兰，腐败一词往往与更显性的钱财问题

关联，如窃取国家资金或贿赂决策者。在包

括俄语和乌克兰语在内的许多斯拉夫语言

中，并不存在道德原则层面的（学术）诚信

概念。 

俄罗斯和乌克兰高校学术诚信问题调

查 

在针对乌克兰高校的一项研究中，将近

95%的学生承认他们在测验和考试中存在作

弊行为，超过 90%的学生承认在撰写论文时

抄袭了其他人的文章，60%的学生反馈曾从

互联网上下载过论文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论文

提交，40%的学生曾花钱购买过学期论文或

课程作业，每三名学生中就有一人要求教师

给予“特殊关照”。虽然这些行为发生的频

率不同，但其普遍性令人担忧。同样令人感

到忧虑的是，几乎一半受访学生承认他们在

大学期间曾不同程度地贿赂过授课教师。 

在另一项针对俄罗斯高校的调查中，研

究者比较了一年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在学术

诚信方面的经历。研究发现，随着在大学学

习时长的增加，学生对使用各种作弊手段的

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其中，承认“在考试中

使用小抄和其他未经授权的材料”的学生数

增加了 12%；“在考试或测验中抄袭”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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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数增加了 25%；“从互联网上下载论文”

的学生数增加了 15%；“从专门机构或其他

学生那里购买论文”的学生数增加了 12.5%；

“向教授提供欺骗性或误导性借口以解释糟

糕学习成绩”的学生数增加了 11%。另外，

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毕业生比一年级学生

明显更了解大学中的贿赂行为。 

学生学术诚信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首先，弥补中学阶段学习不足。研究发

现，一些学生选择作弊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中

学教育阶段学习不充分或准备不足，难以应

对大学学业要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中学

教育机会公平性问题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

程度。许多年轻人依赖课外辅导。这两个国

家中大约有 60%的学生请私人教师提供课后

辅导；另外 40%的学生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

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辅导，很多

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高昂

的辅导费。 

第二，高校人才培养制度僵化。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多数大学在调整国家课程或允许

学生选课方面不够灵活，客观上催生了作为

应急对策的诸多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在这

两国的高校中，年轻人通常需要在一个学期

内修完一定数量的课程，对一些学生来说，

其课业压力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尤其是那些

需要通过兼职来维持生计的学生，他们不得

不选择“捷径”来应对这些挑战。 

第三，缺乏有关学术规范的常识。许多

学生往往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调查数据

显示，从公开来源“复制粘贴”文本信息在

这些高校学生中被认为是一般学术论文的常

见写作方式。即使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也会说

“这只是理论”，或“这只是一本书的故事

情节或一部电影的情节。我为什么要引用

它”？事实上，在某些学术文化中，对“剽

窃”一词有不同的概念，即某些材料被普遍

认为是常识，比如，《圣经》就被认为是不

需要用规范方式引用的。 

第四，混迹于大学以获取额外“福利”。

部分学生可能本身就达不到高校的学术能力

要求，他们通过特殊通道入学并靠学术作弊

来维持大学生身份，以获取额外利益。例如，

在俄罗斯，通过体育特招方式入学的同学虽

然有机会开启体育职业生涯，但往往难以兼

顾学业。频繁出差参赛，使他们难以正常上

课或完成作业。对于男生来说，混迹于大学

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免于兵役。即使在当下的

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学的学生

都不会被征召入伍。 

高校忽视甚至纵容学术诚信问题的原

因 

首先，教师在职业压力下的选择性忽视。

随着教学在高校教师学术生涯中的地位下

降，教师投入教育教学的时间和精力也日益

减少。俄罗斯“5-100计划”推动了高等教育

系统的变革，尽管只有少数大学实质参与。

在改革前，多数俄罗斯大学专注于教学和人

才培养，而学术研究主要由科学院或工业界

负责。许多大学教师的英语水平不足以支持

高水平国际交流或学术研究。然而，现在他

们每年需撰写学术论文，并在 Scopus或WoS

索引的国际期刊（尤其是顶级期刊）发表。

在这些职业压力下，教师对学生学术不端行

为的关注非常有限。 

第二，大学筹资压力下的被动接受。俄

罗斯和乌克兰的公立大学都根据特定年份的

在校学生人数从国家获得经费，这一做法可

追溯到苏联时期。这笔资金通常覆盖大学的

主要支出，维持其正常运行。因此，维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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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学生人数对大学至关重要。开除因学术

不端或成绩不佳的学生，可能导致大学失去

财政补助；从中长期来看，学校也会面临预

算削减的风险。这将迫使大学裁减教职工，

关闭项目或实验室。而私立大学则更加依赖

学费维持运营。根据其商业模式，无论学生

的学习成绩如何，它们都希望招收并留住学

生。 

第三，大学承载第三使命的客观要求。

大学也并不仅仅关注在校学生人数。大学与

政府共同承担着对年轻人的某种社会责任：

确保学生在求学期间不失业，也不陷入不良

社会环境。因此，大学要尽可能为这一群体

提供充足的学习机会和有活力的学术环境。

这也是世界各地大学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

通过促进其所在社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

知识和文化生活，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服

务。 

第四，大众化时代为解决就业问题的客

观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进入高等教育

大众化阶段，约 80%的 18至 21岁青年进入

高校学习。在这两个国家，没有受过高等教

育的年轻人在职场中机会渺茫。因此，虽然

并非所有学生都具备在大学接受高阶学习的

能力和条件，但大学还是会为其提供毕业文

凭，因为这是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的必要条

件；很多学生追求的也仅仅是文凭，并不在

意如何获得文凭。 

应对与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未来的所有措施、补救办法和改革必须

充分考虑这些学术不端行为背后的复杂性

（如上所述），更有效地针对这些问题；否

则，任何努力都将毫无用处。研究发现，展

示学术腐败的后果（如分享受害者经历）似

乎是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例如，在一项研

究中，研究者向学生展示了一段受害者视频：

一名通过贿赂和其他可疑手段获得医学学位

的学生成为了一名不合格的医生；他在为一

名婴儿接生时犯了错误，其后果是造成这个

孩子终生残疾。这给学生们传递了一个非常

强烈的信息，促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

思。当然，仅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是远远

不够的。上述研究强调，治理学生学术诚信

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

者参与，并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学术诚信制度

建设和良好风气的引领。 

 

注：有关学术诚信的更多讨论，请参阅《高

等教育中的学术腐败：全球挑战与回应》（埃

琳娜·德尼索娃—施密特主编；徐昭恒、王

琪译，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 2024 年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