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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基于底线伦理视域的科研道德教育
马千里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科研的诚信问题近年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科研诚信

失范事件屡屡发生，其折射的道德问题十分值得深思。加强诚信

道德教育和学风建设在社会转型的今天需要我们另辟蹊径，将以

培养圣人人格为目标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转向以培养公民人格为

目标的普遍主义的伦理思想。从底线伦理的视域出发，制定最低

限度的道德标准和基础性道德义务，以此来规范社会大众尤其是

高校科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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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

科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客观规律和发现真知，科学真理就是思维和

存在的高度统一，科研诚信就是科研人员恪守诚实求真、实事求

是的原则，对项目成果负责、对社会大众负责、对整个人类的前

进跟发展负责。但近年来，科研诚信失范事件多有发生，想要更

好更有效地解决和防止此类事件，就应该加强高校学术道德规范

教育，用道德底线去约束科研人员的行为。

一、底线道德与科研诚信

（一）底线道德与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由以何怀宏教授为首的学者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

出，指人与人交往中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现代社会

成员都应尽的基础性道德义务。在何怀宏教授看来“底线伦理”

属于义务论范畴，也就是说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不是看

结果的性质，而是由行为的性质作为判断的依据。德国古典哲学

家康德作为义务论的代表认为人应当遵守的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

就是他称作“绝对命令”的东西，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且不能附

加任何条件的道德原则。你遵守的原则就是你应当践行的责任，

是基本的道德义务。在康德看来，诚实守信是责任和义务的统一，

是不受欲望和利益干扰的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对此的遵守就是

对“应该”的道德律令的遵从，是使人真正具有尊严的表现。

何怀宏教授在其著作《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和《良

心论》中都指出，像理想道德这样的以培养圣人人格为目标的古

代社会高尚价值理论已经不太适合当今社会，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以培养公民人格为目标的普遍主义的伦理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秩

序的最低伦理要求更有利。理想道德向底线道德的转型并非是社

会伦理的退步，其实是给了这个社会规范行为的新思路。近年来，

科研学术诚信失范成为亟需解决的高校伦理问题。底线道德作为

强调最低限度的道德和最基本的义务，为诚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一条新的道路，对于解决道德失范问题，加强学术规范教育更加

实际和有操作性。

（二）从道德理论分析科研诚信

亚里士多德曾经问道：“什么是人的特性？”他将此问题回

答为人虽然是生物体，但人是有灵魂的最高生物体，人的“应当”

用理性节制情欲，用灵魂控制身体。人不能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

上，要站在人应当是什么的层面上。人是什么以及现实的人应该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德性。亚里士多

德在人的特性的基础上研究什么是德性，认为德性源于对人的特

殊属性的规定性和善好生活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人的诚实守信

不是因为什么规范和要求，也不是因为诚信能带来的利益，是因

为人性本身。作为人，诚实守信是合乎人性的，是人性优化和完

善的表现。诚实守信本身就是目的，不是工具，也无关任何利益。

诚信作为一种德性不是社会的外在要求，也就是说你需要自己要

求自己讲诚信，而不是在外界的强迫下去讲诚信。

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相比，义务论注重道德原则，康德讲

求的道德原则——“绝对命令”，即人应当遵守的普遍有效的道

德法则。康德提出的善良意志，是因为其本身的善，人们只有出

于道德法则做一件事，即出于责任而为，其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

人具有超越自然限制而按照自身立法行事的意志自由，而自律才

是人的自由的真正体现。诚实信用是作为有限理性存在的人自己

对自己提出的道德要求，是一种需要遵守的责任和义务。

二、底线伦理的特征概述

（一）普适平等性

底线伦理作为具有普遍主义的伦理思想，平等地适用于所有

社会成员，遵守这样的道德准则是人与人交往和维护社会公平的

前提，其实就是将道德准则规范化和普遍化。底线伦理的合理内核，

应该得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认同，普遍的平

等性就要求了广泛性，也就是说义务在行为主体当中是可以互换

的。在今天的社会，价值的多元性，使得道德风险的后果存在不

确定性，社会成员无论阶层和职位都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

（二）最低限度性

道德底线是最基础的道德规范要求，是最低程度的善，是作

为社会成员必须坚守的义务。何怀宏教授在《良心论》中认为最

低限度的伦理就是“你可以做不到舍己为人，但你不能损人利己；

你可以不是圣贤，但你应该认同道义和人道。你攀升不到道德最

高境界，但道德最低下限必须坚守，这并非是将道德伦理降低要

求，相反，道德的最低下限正是通往理想起点的必由之路。”作

为基础性伦理要求，一个人是在遵守这样的底线原则下求真求善，

这个底线就是诚信。这也就是说，做不到坚守诚信，那么科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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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欧美等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度极低，

用司法力量进行打击以此获得对科研成果有效性的保护，就是为

了保证接近于法律的底线伦理的不被侵害。

（三）初善性

初善是划分道德与不道德的分水岭，底线伦理作为研究“应当”

的义务论伦理学不具有至善性，是判断行为主体是否符合最低道

德限度的伦理标准。但是初善与至善并不矛盾，初善的保证是走

向至善的第一步，最基本的道德都不能坚守，何以能追求到至高

的道德呢？就像木桶原理告诉大家的意义，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

它能够盛德水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的高度。保证最底线的道德是

有机会追求更高的道德的基础，才使得更高的追求有意义。

在德育教育中过分强调高标准而忽视基本的原则，这就可能

使得德育教育效果的低效性和过场性。底线伦理是社会发展的基

本伦理保障，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规范和约束，是在达到基础性

要求后对更高层次的道德的追求，这为科研伦理走出困境提供了

理论基础，这也是高校学术道德教育的新方向。

三、底线伦理的相关分析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就提到“正义的

人是不会背叛祖国，不会许逆父母、不会出卖朋友、不会贪污公

共财宝、不会偷窃他人钱物、不会不守誓约、不会与人通奸、不

会亵渎神灵等”，他口中的“不会”就是底线伦理，你不知道你

会不会做一些高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你不会做违反底线的事情。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也曾经从义务方面谈论良心问题，认为

不应该做有罪的事情这是个人的责任，他对智慧、正义、义务等

道德范畴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其

著作《最低限度的道德》提到对至善的追求是很困难的，道德相

对性对道德规范的模糊是很大的，对于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追求就

显得十分重要。这是西方哲学家对道德底线的反思，中国思想家

对此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思考。《论语·颜渊》中有“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及“克己复礼，勿施于人”的说法，你自己不想做

的事也不要要求别人要做到，也就是说，你要求别人做什么的时候，

自己是否也愿意这么做，推己及人。

底线伦理的出发点不是自我成圣，是与社会他人共同生活的

基本条件，传统伦理的高韬道德观严重脱离了社会大众实际水平，

道德的高标准对于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承认作为普通人的有限性，就像在康德眼中理想的人格，并不是

成为完美的圣人而是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恪守自己义务和责任

的普通人。承认人的有限性，就是承认人在道德人格方面的不完

全性。

四、基于底线伦理视阈的科研道德教育的建议

底线伦理是普遍性的、基础性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于解决科

研诚信、加强学术规范这样的现实性问题更加实际。对于诚信这

种基础性道德义务，政府社会方面应多加宣传，建立与社会发展

相适应的道德思想体系，出台相关的底线伦理制度，建立健全相

关法律制度，完善失信惩戒制度，“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

以自行”，法律与道德互补共生，都说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

加强法律手段，进一步约束人们的一些失信行为，通过严格的程

序对非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法律法规是保

证社会良好秩序的底线和最后一道防线底线伦理就是最接近法律

的道德，在社会大环境中营造诚信公正的氛围。

高校在道德教育的时候，可以通过对道德意志将诚信外化为

行为主体的习惯。将科研诚信、学术规范作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才

能有效制止失信行为的泛滥。在道德教育方面，改变忽视道德底

线教育的现状，应多切合一些实际的东西，重视基础性道德教育，

对于脱离学生的一些过高过大的教育理念进行调整。对于衡量学

生的诚信品质考核应该注意多角度、多维度，不能简单采用试卷

考核和填表评测。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从最

基础性道德教育开始，再到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对于不遵守基

础性道德义务的应该做出严厉的惩罚并进行相关心理教育，加强

义务意识。建立科研诚信监督机制，设立第三方机构对科研诚信

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督。对于一些学术项目成立临时的外部监督小

组，对科研全过程进行透明跟踪。对于学校内的学术行为，成立

学风监督小组，每学期跨专业跨学科抽调人员进行同级监督和跨

级监督。

诚信本就是立世之本，《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

认为一个人的诚信很重要，失去了诚信就很难成事。人不以信为重，

就像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栓是不能前行的。市场经济和利

益诱使，道德滑坡和学术失范的现象屡出不穷，并不是因为少了

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更重要的是因为缺少了伦理底线的束缚和

规范。底线伦理的理念为解决现有科研问题跟高校诚信教育开辟

了一条新的道路，建立基础普遍的价值观，在最低程度的大众共

识上，达成普遍认同和必须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

何怀宏教授就曾经提到过底线伦理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自然义

务，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必须遵守的责任，不高谈阔论圣人品德，

从基本义务和细节做好，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基本伦理底线才是

解决诚信危机的最好办法。底线伦理为加强高校科研道德教育，

引领学生及教师恪守诚信准则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弘扬光明正大的品质才能心

正意诚，才能沉淀积累知识，才是发现书写新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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