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税务部门进一

步加强与银行机构的合作，将受惠企业范围延

伸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帮助小微企业以

“信”换“贷”，有效打通了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

贷不到款这一“堵点”。

陕西、河南等地充分发挥“银税互动”平台

作用，全力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支持。今年

一季度全国已发放“银税互动”贷款75万笔，

超过2019年的一半，越来越多小微企业从中

受益。

银税互动
为小微企业“贷”来“及时雨”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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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规明矩 全流程加强科研诚信治理

□ 本报记者 何 玲

研究机构未提供统一编号的原

始记录介质、未按相关要求和规范

进行全要素记录、将人为处理后的

记录作为原始记录保存……近日，

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2020年全

院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视频会，会上

发布了《关于科研活动原始记录中

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

据了解，作为中科院开展科研

诚信教育的重要方式，这已是其连

续发布的第三个诚信提醒。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内容。

在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等战略的推

动下，我国的科学研究近年来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与此同时，论

文造假、剽窃事件也屡屡见于报端，

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氛

围，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科学研究在

国际上的名誉。

如何重塑科研诚信？科技部部

长王志刚在5月19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一方面通过改革，强

化学风作风建设，形成好的环境土

壤，并通过政策规定和文化引导，让

社会氛围好起来；另一个方面加强

制度约束，让违规者必受到严惩。

探索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

2019年11月14日，南开大学

校长、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被人举报

40余篇学术论文涉嫌造假。半个月

后，11月29日，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

院院长、现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

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教

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

所裴钢院士、上海药物所耿美玉研

究员论文造假。

接连两起被关注的院士造假、

剽窃事件，引发了国内乃至国际社

会的广泛关注，媒体称为“学术地

震”。据统计，2019年我国学者因

实验数据造假等问题被撤稿英文论

文447篇，创近五年历史新高。

业内人士表示，学术造假违背

了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是学术领

域中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作祟的

产物。

记者注意到，2月17日，科技

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

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

通知，要求全国高校以及相关科研

单位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项目

评审、机构评估和人才评价中“唯论

文”的不良导向，强调对科研成果实

施分类评价，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

量、贡献和影响。

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经

研究制定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

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全国

高校在科技评价中破除论文“SCI

至上”，规范SCI指标的使用，探索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

新、科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

价数据研究室工作人员郝若扬认

为，上述两个文件的重点都是强调

要打破科技评价中“唯论文”导向，

同时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和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

上提出的“破五唯”（即破除唯分

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

子）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建议

逐步建立和完善评价专家的数据

库，引导评审专家遵守学术操守、

负责任的提供专业评审意见，同

时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能力和

公信力进行评价，建立和健全科研

评价责任和信誉制度，让公平、公

正的“内行”专家在科研评价中发

挥重要作用。

明确科研失信界限
统一调查处理规则

2019年 10月 8日，科技部公

布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指出，科学技

术人员在科学技术活动中有违规

行为的，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应处理

措施。2019年10月9日，科技部、

国家发改委等20部委联合印发的

《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规则》）公布，对科

研失信行为做出具体界定，明确了

被调查人、所涉单位、上级主管部

门等各方人员的职责分工，并对科

研失信行为的处理措施做出明确

要求。

2019年国庆长假过后，两个关

于科研诚信的重磅文件相继出台，

在科研人员中引发热议。“不仅在篇

幅上远超以前相关文件，两文最大

的亮点，是一份涵盖科研活动全流

程、统一的调查处理规则，使科学技

术活动违规行为、科研诚信案件有

了更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调查处理

指南。”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副研究员黄小茹表示，科技部

等部门连发两文治理科研失信行

为，是对过去两年相关文件的补充、

完善和落实。

近年来，国家对科研诚信问

题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科研

诚信制度不断完善。2018年5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

科技部、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依法

依规研究制定统一的调查处理规

则。2018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也

对科研诚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强调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

命，对科研失信行为“零容忍”“一

票否决”。

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何光喜看来，违反科研伦理

规范被列入科研失信行为，是《规

则》的一大亮点。“哪些伦理行为是

违规的，不同程度需要采取不同措

施，这要在基于《规则》的基础上，

制定专门的文件进行界定和治

理。”何光喜说。

科技部副秘书长贺德方近日表

示，对学术不端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绝不姑息。要让浮夸浮躁、

投机取巧的，在科技界没有市场；让

弄虚作假、违纪违规的付出应有的

代价。

压实第一主体责任
实行常态化管理机制

近日，《自然》杂志旗下知名期

刊《科学报告》发布一则撤稿声明，

江苏大学戴美凤教授2015年发表

于该刊的论文，因为抄袭被撤稿。

对此，江苏大学迅速启动调查，做出

严肃处理：戴美凤3年内不得评选

先进、晋升职称职务以及申报各类

科研项目；给予戴美凤警告处分，处

分期6个月……

5月14日，科技部网站近期发

文“江苏大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

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表扬了江苏

大学对学术不端行为不包庇、不推

诿，“零容忍”严肃处理，履行了科研

诚信建设第一主体责任，作出了良

好示范。

这封信在表扬的言语之外，透

露着对学术不断行为的痛斥，对重

塑科研诚信的内在要求。

“当前科研诚信治理工作仍

然面临挑战。全院国际期刊论文

撤稿时有发生，科研诚信案件查

处工作仍较为繁重，尤其是近期

多起突发舆情事件暴露出院属单

位在诚信治理中的工作短板，需

引起高度重视。”中科院副院长、

科研道德委员会主任张涛日前在

会上如是说。

如何压实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等科研诚信建设的第一主体责任？

这份“表扬信”对此作了明确的要

求，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要认真贯

彻落实，真正肩负起科研诚信建设

第一主体责任。

一要完善本单位科研诚信管

理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学术委员

会的作用，配备专门力量，将科研

诚信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二要

健全科研诚信制度，完善内控管

理，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重要学术

论文等科研成果开展全覆盖核

查。三要加强对科研人员、教师和

青年学生等的教育，特别是在入学

入职、职称晋升、参与科技计划项

目等重要节点必须开展科研诚信

教育。四要严肃查处严重违背科

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对严重违背

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一经发现，

及时调查处理。

贺德方强调，高校和科研机构

等法人单位，要肩负起科研学风作

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加强教育引

导，强化学术管理，严惩违规行

为。广大的科研人员要恪守科研

规范，珍惜学术声誉，管好自己的

团队和学生。对于确实存在严重

学术不端的违规人员，其不当获得

的所有荣誉和利益，包括学位、职

称、人才称号、各种奖励奖金，都要

全部清退归零。

□ 科 苹

近年来，每一次学术造假风波，

总能引发舆论热议，这说明两点：第

一，造假不是个例，能引发普遍的共

鸣；第二，科学家造假，比起普通人

造假，社会影响更加恶劣。学术乃

天下公器，不可有半点虚假；造假败

坏了科学群体的声誉，对之必须零

容忍。

科学家的初心是求真务实，应

更有“洁癖”。那些蓄意学术造假一

旦被发现，应该立即封杀，并昭告天

下。世界各国都发现过学术造假

案，如果相关机构秉公处理，科学共

同体就有了激浊扬清的底气和自

信。如果总是嘴上零容忍，实则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便会

助长投机者的侥幸心态。轻轻放过

造假者，不仅让守规矩的科学家灰

心，也令全社会气馁；容忍造假者，

牺牲的是公众对真理和规则的敬畏，

牺牲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因

此，零容忍不能只是口头表态。

零容忍落实在行动上，首先是科

研单位和管理部门应严格履行监督

职责，面对主管范围内的可疑事件，

应第一时间主动调查，自检自纠，向

社会有所交代，不袒护、不姑息。

零容忍落实在行动上，还要求

科研管理部门在科技项目立项、申

报、验收、评价等环节，一旦发现科

研人员弄虚作假，就要给予应有的

惩处，这应该成为科技管理部门的

底线，不能让极少数造假者腐蚀整

个科研生态；管理部门还应建立科

研诚信数据库，将各种不端行为记

录在案；并将科研诚信体系纳入社

会信用体系。

零容忍落实在行动上，一定要

正本清源，从制度上建立起对科研

诚信的保障，将学术不端的意图和

空间挤压到最小。随着中国科研水

平的上升和学术规范的树立，完善

科研诚信体系已成为主流共识。比

如，2018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的意见》，在科学家群体中引起高度

共鸣，为进一步向不端行为开刀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未来，通过科

学的科研制度设置，学术造假的成本

将更高，铤而走险的案例将更少。

呼吁零容忍的同时，我们必须

强调，对造假者零容忍的另一面，

应该是对科学界的充分信任。面

对学术造假风波，有一些评论不免

流于极端：一种倾向是提前宣布有

罪，没有等待调查再发表意见的耐

心，或者不相信学术监督机构的公

正性；另一种倾向是以偏概全，将

科学界说得一团漆黑，忽略了遵纪

守法、踏实奉献的科技工作者才是

主流。

不放掉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

一个好人。学术不端的判定，应由

专门的学术纪律机构来负责，做到

公平客观，而不是搞舆论审判。不

分青红皂白给全体科技人员泼脏

水的偏见，比起造假丑闻，更不利

于我们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

态。我们要秉持公心，督促相关部

门公正、公开地处理学术不端嫌

疑，用真相肃清谣言，让科学共同

体重拾信任。

对 学 术 造 假 必 须 零 容 忍

央行和市场监督总局
实现数据共享

本报讯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签署《数据共享合作备忘录》（以

下简称《备忘录》），旨在加强跨地区、跨部门数

据要素有序流转与融合应用，为加快建立现代

中央银行制度、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优化营商

环境夯实数据基础。

《备忘录》的签署是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的意见》的有力举措，有助于推动金融与民生领

域总对总系统互联与信息互通，加强数据有效

整合和深度利用，改善中小微企业、精准扶贫、

民生保障领域的金融服务，纾解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实现“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增强金

融惠民利企能力。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指导金融机构充

分发挥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效率倍增作用，在

依法依规、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深挖数据价

值、释放数据潜能、实现数据多向赋能，推动金

融服务高质量发展。 （杨梦帆）

最高法：受疫情影响中小微
企业失信惩戒宽限3个月

本报讯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印发《关于依

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精

准适用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

“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受疫情影响暂时

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依法审慎采取惩戒措

施，给予宽限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刘贵祥说，将信用惩戒的着力点聚焦到

打击少数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违法失信行为

上来。

《意见》规定，疫情期间，对已纳入发展改

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的全国性或地方

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企业，原则

上不得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人民法院在依法采取失信惩戒

或者限制消费措施前，原则上要给予三个月

的宽限期。

刘贵祥说，《意见》突出强化善意文明执行

理念，在坚持依法执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提出一些实招硬招，千方百计帮扶中小微企业

和困难主体纾困解难、渡过难关，为提高中小

微企业和困难主体的生存发展能力提供支持

和保障。

《意见》提出，坚决禁止超标的查封和乱查

封，切实防止因违法执行、过度执行，影响企业

财产效用发挥和企业正常运营。对受疫情影

响导致生产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在不影响债

权实现的前提下，选择对被执行人生产经营影

响最小的查封措施，对能“活封”的财产，不进

行“死封”，为被执行人恢复生产生活创造便利

条件。

“要稳妥有序推进网络司法拍卖，在执行中

有效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政策，比如租

金减免政策、防疫物资保障政策，注重以和解方

式化解矛盾纠纷。”刘贵祥表示，对被执行人因

疫情影响直接导致无法及时履行义务的，合理

减免疫情期间带有惩罚性质的加倍罚息。

（罗 沙）

2019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

风学风”座谈会。会上，10名中青年科学家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

书》，呼吁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守科研诚信底线和科研伦理规范，反对浮夸浮躁、急功近利，反对科研领域

“圈子”文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资料图片） 仲 新 摄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一方面通过改革，强化学风作风建设，形成好的环境土壤，并通过政策
规定和文化引导，让社会氛围好起来；另一个方面加强制度约束，让违规者必受到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