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增進大學生瞭解學術倫理相關規範，未來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倫理認知與

態度，擇錄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簡要重點，宣導學術倫理如下： 

1. 研究倫理定義與內涵  

 

2. 不當研究行為：定義與類型  

 

造假與變造資料  

造假是指研究者無中生有，將虛構的資料作為研究成果記錄下來或發表；變造則指研

究者偷天換日，操弄原始的研究資料，導致無法正確呈現研究結果。 

抄襲與剽竊  

雖然研究者在寫論文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引用他人的構想與文字，但只要記得

註明資料來源，並適度地以自己的話加以詮釋，即可避免被誤解為抄襲或剽竊。「誠

實」是重要的為人處事價值，也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價值所在。對自己的研究誠實，

也是對自己誠實。 

3. 為什麼不能作弊？  

學習無法速成，學習的核心價值在於對自己負責任，而老師透過考試或寫報告評量學

習成效，是希望學生誠實面對自己的學習、同時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所以作弊的行為

不僅危害學習目的，對認真準備的同學造成不公平，甚至降低老師對於學生的信任，

得不償失！ 

 



4. 學術寫作技巧：引述 

直接將他人文章中的文字放到自己的論文中，並使用適當的方式，區別他人文字與作

者己身論述。 舉凡要陳述其他學者論點或受訪者談話時，「引述」都是保留原作者意

涵最適當的做法。若能使用正確合宜的學術寫作技巧，清楚註明文章中所參考的資

料，就能符合學術規範、安心地使用所蒐集到的資料，既可避免抄襲他人的研究，也

能讓讀者更瞭解研究者自身與其他相關研究的觀點。 

5. 學術寫作技巧：改寫與摘寫 

「改寫」是一種換句話說、轉化資料的概念，而「摘寫」則是一言以蔽之、簡化資料

的概念  

 
6. 學術寫作技巧：引用著作  

甲、須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行為 
乙、須有「引用」之行為 
丙、須在合理範圍內 

丁、被引用之著作須已公開發表 
戊、須明示出處 

 

 

 

 

 

 

 

7. 個人資料保護法基本概念  

《個資法》建立一套對個人資料保護的規範，以保障個人資料被合法與合理地蒐集、

處理、利用。由於《個資法》對於一般人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也予以規範，因

此，研究者進行研究時對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也必須符合《個資法》的相

關規定，而且要妥慎地處理與保管個人資料，否則，將違反《個資法》的相關規定，

而受到罰金、自由刑的處罰或者負擔他人所受損害的賠償，並且也將影響他人對自己

研究的信賴，而摧毀自身的學術聲譽。所以，研究者對他人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

用應慎重為之。 

 



8. 著作權基本概念  

「誠實」，是撰寫學術論文的研究者所服膺的基本價值，若文章的改作或重製侵犯他人

的著作權，涉及違反《著作權法》的規定，將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或者被處以罰金、

坐牢，除承擔法律責任外，還會影響個人的學術聲譽，故不應輕忽其嚴重性。因此，

在撰寫文章引用資料時，務必謹慎處理。 

 

9. 網路著作權 

著作權法中，與網路科技相關的保障包括「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兩種。 

 

10. 隱私權基本概念  

個人私人生活領域的隱私，在沒有正當理由的狀況下被他人公開，將造成其身體精神

的痛苦；因此對於侵犯他人隱私權者應給予道德上的譴責，並且以法律嚴格規範。身

為學術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亦不得擅自揭露他人的隱私或是私密資料，而且必須

審慎處理被研究者的隱私權，避免違法洩漏。否則不但影響學術聲譽、影響他人生

活、名譽，還可能負擔法律責任，造成無法彌補的憾事。 

 

 

 

對於學術倫理此議題有興趣者，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https://ethics.moe.edu.tw/）修習學術倫理線上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