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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 年學術倫理案件統計 

近年來，由於學術研究的迅速發展，全球對於研究誠信的議題亦

更加重視，為了讓外界瞭解本部處理學術倫理案件之情形，本部定期

公布相關統計資料，以期帶動對於研究行為負責之風氣。 

學術倫理案件收件與處理情形統計 

(單位：件數) 

總收件數* 117 

檢舉方式 

具名 62 

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 35 

職權發現 20 

受理結果 

不成案** 57 

無違反學術倫理 18 

有違反學術倫理 21 

*以收件日期為基準，排除重複檢舉案件 

**不成案原因包括：事證不足、非本部業管範圍、前案事證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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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樣態及處分情形統計 

總人數：33 人                                             (單位：人次) 

違反樣態 

造假 8 

變造 8 

抄襲 16 

隱匿 3 

重複發表 0 

未適當引註 0 

影響審查 0 

其他 5 

處分情形 

書面告誡 13 

停權 1~5 年 14 

停權 6~10 年 5 

追回補助費用、獎勵(費)、獎金或獎勵金 6 

撤銷獎項 1 

 

學研機構「強化學術倫理機制」推動成效 

本部於 106 年 1 月 4 日修正「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要求申請機構應落實機構內部管理，達到學術倫理自律，須完成強化

學術倫理機制檢核之四個項目，包含：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

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及訂定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推動學研機構強化學術倫理機制之目的在於，期望學研機構盤點

並重新審視內部有關學術倫理之各項制度與流程，並完備與精進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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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法規及教育訓練機制，以提升我國科學研究的品質，目前已有

270 所受補助單位通過檢核，大專校院占 167 所，其餘為醫院、博

物館或研究機構等。 

由於各個學研機構的屬性差異甚大，在落實學術倫理自律機制時

的作法亦不盡相同，本部尊重各學研機構內部分工原則及推動方式。

以大專校院為例，目前有9所大專校院成立專責學術倫理之辦公室(如

國立交通大學)，18 所大專校院成立學術倫理委員會(如國立陽明大學)

來統籌校內業務；大多學校則依據各校的權責分工執行，例如：學術

倫理教育由教務處負責、不當研究行為處理由人事室負責、研究成果

發表由研發處負責等，透過校內的積極溝通與協調下，逐步完善學術

倫理相關管理、教育及審理制度，並協助校內人員在進行研究時能有

依循的規範。 

在教育機制方面，則依各學研機構所訂之教育實施要點，規範與

管理須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之人員及時數，並自行認列課程內容與

範圍。除了自行舉辦相關課程或參與外部主辦之課程外，因「臺灣學

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為免費之線上課程，且內容豐富多元，許多學

研機構將其列為其所屬人員修習學術倫理的管道之一，增加修習之便

利性。 

此外，本部亦參考先進國家研究機構之作法，建議學研機構可強

化研究資料的保存管理及學術倫理諮詢等功能，此兩項內容雖未列於

本次檢核之必要項目中，但唯有從前端的研究者養成教育、機構落實

研究資料的管理及提供研究者諮詢的管道等方式，始能有效避免不當

研究行為的發生。 

綜上所述，大多數的學研機構均已完成學術倫理機制之建立，透

過各學研機構的努力及配合，一同讓我國學術倫理機制逐漸步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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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並駕齊驅，後續的推動重點則期望各學研機構積極且有效落實

所訂之法規與教育機制。 

近年來，科學研究環境的改變，研究成果在公開、透明及課責的

原則下，受到大眾的高度檢視，研究者身為研究社群的一員更應瞭解

研究倫理的重要性，不當的研究行為除浪費國家社會資源外，也會使

大眾對科學研究產生不信任，因此，研究者可主動了解該任職之研究

機構對學術倫理的相關規範，以避免不當研究行為的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