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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在校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下，校学术委员会

依据《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2016 年修订）》开展工

作，注重弘扬科学精神，尊重学术自由，鼓励学术创新，倡导

良好的学术风气，从学校的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依法依规履

行职责。校党委、行政对涉及学校学术发展的重要事项，均以

不同的形式征询学术委员会意见。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理

学术委员会日常事务，积极做好与委员、专门委员会、学院教

授委员会和机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机关职能部门

积极支持、配合学术委员会工作；各专业学院越来越重视发挥

教授委员会在学院学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一、规范学术委员会运行机制

（一）组织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规范审议学术事务

为进一步提高校学术委员会会议议事决策的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保证相关工作有序开展，发布《关于征集校学术委员

会会议议题的通知》，向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征集 2024 年拟提请

校学术委员会审议的议题。全年组织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2 次、专门委员会会议 4 次，审议学术事务 10 项，对 22 项涉

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研项目进行伦理审查。

（二）协调推动教授委员会工作，着力推进教授治学

调研学院教授委员会工作，赴相关学院就第三届党委第一

轮巡察反馈的学院教授委员会工作的相关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梳理总结教授委员会工作，发布《关于报送学院教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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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工作总结的通知》，总结学院教授委员会在学院学术

事务管理中履行职责情况，推动学院教授委员会积极发挥在学

院学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二、完善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

（一）调整校第八届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

根据《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2016 年修订）》，经

校长提名、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增补聘任郝其宏、刘伟、

祝宝宣三位同志为校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委员。2024 年 1 月 10

日，学校印发《关于增补江苏师范大学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的通知》（苏师大发〔2024〕2 号），公布增补名单。

根据《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2016 年修订）》，经

校长提名，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决定对校第八届学术

委员会组织机构成员作出调整，2024 年 1 月 15 日，学校印发

《关于调整江苏师范大学第八届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成员的通

知》（苏师大学术〔2024〕1 号），公布调整情况。

（二）调整校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名单

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根据《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

章程（2016 年修订）》及专门委员会章程，经校学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会议提名，校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决定对

校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及人员组成进行调整。2024

年 1 月 22 日，学校印发《关于调整江苏师范大学第八届学术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及人员组成名单的通知》（苏师大学术

〔2024〕2 号），公布调整情况。

（三）组织开展学院教授委员会换届工作

因第一届学院教授委员会已届满，根据《江苏师范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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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授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以及各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的

有关规定，开展学院教授委员会换届工作，成立第二届学院教

授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江苏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换届

工作的通知》（学术办发〔2023〕2 号），各学院对照《江苏师

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以及学院教授委员会

章程，充分总结第一届学院教授委员会工作，向学院教职工（代

表）大会报告；执行选举程序，完成学院教授委员会换届工作，

成立第二届学院教授委员会。2024 年 1 月 22 日，学校印发《关

于公布江苏师范大学第二届学院教授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通

知》（苏师大学术〔2024〕3 号），公布第二届学院教授委员会

组成名单。

三、持续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一）完善科研诚信制度文件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

治理的指导意见》（教科信〔2024〕2 号）《高等学校学术不端

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教科信〔2024〕3 号）等上级最新文

件规定以及工作实际需要，在广泛征求科研诚信建设专门委员

会委员意见、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基础上，修订《江苏师范大学

学术道德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制定《江苏师范大学预防与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校学术委员会 2024 年度第二次全体会

议审议通过了文件。

（二）推进科研诚信宣传教育

搭建新媒体平台，推进常态化宣传教育。持续关注国内外

科研诚信政策和资讯的最新动态，以及政府机构、科研管理组

织发布的最新公告和指南，根据学校的科研重点和师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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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相关内容，搭建科研诚信常态化宣传平台。每周通过爱师

大、微信公众号、学术委员会网站，面向学校师生，推送科研

诚信、科技伦理宣传教育相关资料。2024 年共推送 41 期专题

内容，覆盖科研诚信制度文件解读、学术规范指引、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论文撤稿现象与学术诚信危机、负

责任的署名、负责任的使用第三方服务等专题，累计阅读上万

人次。

汇编科研诚信手册，开展科研诚信专题宣讲。为贯彻国家

及相关部门文件指导精神，便于师生系统掌握我国科研诚信的

制度与规定，培养正确的科研诚信理念，增强科技伦理意识，

对国内现行科研诚信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整理，编制成《科研诚

信手册》，为学校教学、管理人员以及科研工作者提供学习和实

践科研诚信制度规范的参考。办公室主要负责人面向学院师生

做《科研诚信—负责任研究行为》专题宣讲。

（三）做好科研诚信调查和审核

2024 年度，组织开展对 11 起涉及撤稿论文、涉嫌学术不

端行为的调查核查工作，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及学校相关文件要

求，依法依规对举报材料进行审核、受理，协调组织开展相关

调查核查工作。配合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对照既往涉嫌学术不

端行为举报的受理、调查情况，做好对职称评审、奖励评优申

报人员的科研诚信审核。

四、初步构建科研伦理治理体系

（一）完善科研伦理审查制度体系

完善科研伦理审查办法。根据《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

（国科发监〔2023〕167 号）《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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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审查办法》（国卫科教发〔2023〕4 号）等上级最新文件规定

以及工作实际需要，在广泛征求相关职能部门、相关专业学院、

科研伦理专门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江苏师范大学涉及

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办法经

校学术委员会 2024 年度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2025 年 1

月 7 日予以印发执行。

编印科研伦理审查指南。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依据《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

究伦理审查办法》等相关规定，充分借鉴国内外高校人类受试

者研究伦理手册内容，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与学校

师生科研工作实际情况相结合，编印《江苏师范大学涉及以人

为研究参与者的科学研究伦理审查指南》，为学校科研人员开展

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学研究提供行为指南，为科研伦理

专门委员会、学院教授委员会开展伦理审查工作提供资料参考。

（二）构建科研伦理审查工作架构

制定发布《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科研伦理专门委员会

章程》（苏师大学术〔2025〕4 号），初步构建学校科研伦理审

查工作架构，形成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研伦理审查、动

物实验伦理审查、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为内容，科研伦理专门委

员会、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委员会、学院教授委员会（学院伦理

审查委员会）为受理、审查、监督主体的，分类分层、协调管

理的科研伦理审查工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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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与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科技伦理治理存在薄弱环节

虽然已初步建立起科研伦理审查工作架构，但在学院层面

的运行中仍然存在审查标准不一致、审查能力不平衡等问题。

学院层面的科研伦理审查工作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的指导和培

训，导致各学院在实际操作中对审查标准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

异，审查人员的专业能力也参差不齐。下一步将加强科技伦理

治理，完善指导培训机制；制定系统性、规范性的科研伦理审

查指导手册；组织专题培训，提升学院科研伦理审查人员的专

业能力；统一审查标准，提升学院层面科研伦理审查工作的规

范性。

（二）推动校学术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发挥有效作用方面

缺乏有效举措

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部分专门委员会还未

能有效发挥在学校学术事务中的有效作用。缺乏有效的沟通和

协调机制，专门委员会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不充分，导致专

门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的职能发挥受限，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下一步将努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校学术委员会与职能部

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学术事务中

的重要问题，明确专门委员会与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协作方

式，形成工作合力；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激发专门委员会的工

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其在学校学术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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