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工商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处理办法

各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是实现高等学校人才培训目标的重要教学

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是理论学习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毕业

论文（设计）教学质量，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加强规范管

理，科学引用文献资料，杜绝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过程中的抄袭、

拷贝、篡改已有科研成果等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树立良好学风，培

养正直诚信、恪守科学道德、献身科学研究的创新人才，严格毕业论

文（设计）答辩资格审查，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

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号）和《学

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4号）文件

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切实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

1. 各学院应切实发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的作

用。应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开始之前，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研究制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指导教师和学

生召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动员大会，提高教师和学生对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宣传学校和学院对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管理工作的要求，加强诚信教育，杜绝弄虚作假和抄袭等

学术不端的不良行为。

2. 制定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论文写作规范和要求。我校学校

门类繁多，对毕业论文的要求既要有共性，又要有个性，各学院应根

据学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写作规范和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制定本

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写作规范和格式要求，并作书面总结材料报送

教务处，作为学校开展教学督查工作的依据。对于学院成功的经验和

做法，学校将积极进行推广。

3. 加强诚信机制建设。学校已购买“大学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

的使用权限，并将用此进行文字复制比的检测，各学院应加强宣传教

育，力促学生进行诚信写作，并要求指导教师确实负起责任，严格指

导学生。

4. 提高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和精力投入，加强过程管理。指导教

师的责任心和精力投入程度对于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至关重要，各

学院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调动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

积极性，确保指导教师工作的责任心和精力投入。指导教师应对毕业

论文（设计）严格把关，做到审阅毕业论文（设计）的全部内容，同

时还要纠正学生在写作格式方面的错误，并保证参考文献全部在正文

中被正确引用。

5. 严格控制毕业论文（设计）的优秀率。要杜绝“面子”和“人

情”的影响，严把质量关，不搞平均主义。要根据学生毕业论文（设

计）质量和工作量拉开成绩档次，做到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呈正态



分布，获得优秀等级的毕业论文（设计）的数量不超过15%，使真正

投入精力且写作质量高的学生论文脱颖而出，从而调动学生完成毕业

论文（设计）的积极性。

6. 做好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和档案管理工作。各学院应

严格按学校文件要求，及时做好工作总结和数据上报工作，并认真做

好毕业论文（设计）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二、检测范围

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按不低于当年全校应届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总数的15%——25%进行抽检；各学院申报参评“校级优秀”的

毕业论文（设计）必须进行检测；各学院可根据本学院情况适当加大

检测比例或者自行采取措施全面检测；凡涉及机密的毕业论文（设计）

经学院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可不参加检测。

三、检测方式和检测时间

学校使用同方知网“大学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进行本科生毕业

论文（设计）检测，样本的选取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

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首检时间最迟在各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前一周进行；复检

时间在第一次检测公布结果一周后进行。

四、检测工作程序

1. 教务处根据应届本科毕业生名单，使用随机方式确定须进行

检测的学生名单，并提供给各学院。

2. 各学院教务办（教学秘书）根据教务处提供的名单，收集整



理需检测的毕业论文（设计）电子文档（只需毕业论文（设计）正文），

以专业名称建立文件夹，每篇文档按“学院号_学生姓名_学生学号”

命名后存入对应专业文件夹，学院汇总后报送教务处。

3. 教务处汇总各学院文档后，统一交图书馆，由图书馆负责网

上检测并提供检测结果报告书。教务处根据检测结果报告书情况将疑

似有学术不端行为的检测报告书反馈给各学院。

4. 各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疑似有学

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认定，将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报

教务处。

5. 对存在争议的认定，教务处组织校教学指导专家委员会进行

最终认定，并公布检测结果。

五、检测结果的性质认定及其处理

图书馆负责提供检测结果报告书，教务处依据检测报告书中文字

复制比对疑似有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进行初步认定，再由学院毕业论

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进一步认定，将认定结果报教务处。

结果类别 检测结果 性质初步认定

A R＜30% 通过检测

B 30%≤Ｒ＜45% 疑似有学术不端行为

C 45%≤Ｒ＜60% 疑似有较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D Ｒ≥60% 疑似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注：Ｒ为文字复制比，是指被检测毕业论文（设计）与非本人学

术成果的文字重合字数占全文的百分比。



1. 结果类别为Ａ类的，视为通过检测；

2. 结果类别为Ｂ类的，由学院通知学生并要求指导教师根据检

测结果指导学生进行相应修改调整，修改时间至少１周，修改后的毕

业论文（设计）须再次进行复检。复检后的文字复制比降至Ａ类视为

通过检测，可以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答辩；仍未通过者，则取消该

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

3. 结果类别为Ｃ类的，由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专家进行认定。若认定该论文确有较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则取

消该生第一次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该生毕业论文（设计）须

重新撰写。重新撰写的毕业论文（设计）须进行复检，复检后的文字

复制比降至Ａ类视为通过检测，可以参加第二次毕业论文（设计）答

辩；仍未通过者，则取消该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若认定该

毕业论文（设计）无较严重学术不端行为或认为文字复制比未达到

45%的，需由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并附

专家认定意见书报学校进行复核。

4. 结果类别为Ｄ类的，由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专家进行认定。若认定该毕业论文（设计）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的，则取消该生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毕业论文（设计）成绩

按“零”分计。如其学术不端行为已造成不良影响，将视情节轻重按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4号）

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若认定该毕业论文（设计）无严重学术不端行

为或认为文字复制比未达到60%的，需由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领导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并附专家认定意见书报学校进行复核。

六、其他说明

1. 检测结果仅作为判断参考，最终的认定由各级专家组人工鉴

定，是否有学术不端行为由各级专家组给出结论。

2. 进行检测仅能预防毕业论文（设计）写作中出现的非正常引用、

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无法保证毕业论文（设计）的整体质量。各学

院及指导教师应加强管理，精心指导，督促学生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

规范，确保学校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水平的稳步提高。

3. 本办法从2014届学生起开始执行，适用于普通全日制在校本

科生。

4.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