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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 

近年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位授予单位和指导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但由于部分

学位授予单位在学风建设、学术诚信养成、学位论文审查等方面还存在薄弱

环节，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仍时有发生，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为进一步规范学位论文管理，加强学术诚信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日前，教育部部署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对有关部门和各学位

授予单位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要切实提高认识。要深刻认识学位论文对人才

培养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严厉查处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要增强责任意识、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学风建设、严格论文

审查。二是要完善工作机制。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当地网信、市场

监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调配合，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整治，形成常态化的

查处工作机制，学位授予单位要明确工作职责，健全考评体系，完善查处办

法，规范查处程序，加大惩戒力度。三是要严格责任落实。明确各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学位授予单位、指导教师分别是查处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

监管主体、责任主体和第一责任人，要承担各自职责。四是要加强教育宣传。

学位授予单位要加强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和诚信教育，广泛宣传典型案例，

曝光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引导教师、学生自觉抵制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指

导教师要教育和引领学生恪守学术诚信，遵守学术准则。五是强化监督检查。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位授予单位要设置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举

报。要做好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学位授予单位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对

学位论文原创性审查。六是要严肃责任追究。对不履行主体责任的学位授予

单位和负责人要进行处罚和问责；对履职不力、所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存在

买卖、代写情形的指导教师，要追究其失职责任。对参与购买、代写学位论

文的学生要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已获学历证书、毕业证书要依法予以撤销和

注销。 

教育部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和各高等

学校抓紧部署专项检查，并将依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备案信息平台和有

关动态监测数据，对学位授予单位进行专项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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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属高校与央属高校学科共建 

7 月 18 日，20 所北京市属高校与 12 所央属高校就 28 个共建学科签订

了《北京高校学科共建方案》，签约高校将在北京市级统筹下，通过师资交

流、科研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建。 

据了解，北京市推动央属高校和市属高校学科共建，重点突破方向有 3

个。一是增强学科建设实力，在科学研究上实现率先突破；二是通过加强高

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引进共建学校优秀博士、博士后，教师互派、互聘等

方式，促进本学科学术团队的快速成长，在师资队伍上实现率先突破；三是

形成资源集成的投入模式，将各种政策、经费、人才、指标等向共建学科倾

斜，学校的评价、考核、激励、政策等也向共建学科倾斜，在投入机制上实

现率先突破。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林克庆说，央属高校和北京市属高

校签约学科共建，是进一步深化北京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北京高校内涵

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北京地区高校学科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面

对新的发展形势，各高校要进一步融合发展，形成集群效应，提高共建学科

的核心竞争力。 

北京市教委部署北京教育信息化工作 

7 月 16 日，北京市教育信息化工作会召开。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

教委主任刘宇辉，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李楠，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潘锋出

席会议。 

本次会议是北京市教育系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网络安

全会议和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精神，对标《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和《北京大数据行动计划》，总结交流了工作经验，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

署。会上发布了《北京市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 

刘宇辉主任在会上做了工作部署，首先回顾了北京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

程与成果，分析了北京教育信息化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总结部署了今后一段

时期的重点工作。他指出，全市教育单位要认真贯彻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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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埋头苦干，进一步提高对教育信息化重要性的认

识，强化教育信息化工作的组织保障，加强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促进教育

信息化融合创新，全力保障教学系统网络信息安全。到 2020年实现新型“互

联网+教育”管理服务平台，新型教育大数据支撑体系，进一步推动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与创新能力的目

标，形成北京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模式。 

刘宇辉主任强调，各单位要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直面新战

略、新使命、新目标、新任务，主动转变思路、更新观念，把教育信息化作

为助力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再创北京教育信息化新佳绩，为率先实现教

育现代化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之都而不懈奋斗。 

 

 

 

 

 

 

 

 

 

 

 

 

 

 

 

 

 

 

 

 

 

抄送：校领导、校长助理、全校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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