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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规范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引文规范的探讨# 大多是建立在编

排规范$著录规范$学术规范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但什

么是引文规范#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任何科学研

究都是以概念分析作为起点的%美国当代人类学家 :&

霍贝尔在论及概念的重要性时写到' 一个探索者在任

何领域中的工作总是从创造该领域中有用的语言和概

念开始的D%E

%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一

个概念包含着一定的内涵和外延# 也就揭示了它们包

含的特定范畴和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对概念的研究与

对问题本身的研究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DAE

%因此#

对引文规范的分析和研究# 就必须建立在具有明确引

文规范概念的前提基础上进行#否则#概念不明确#引

文规范的分析和研究就无从谈起%

可以给引文规范做这样的表述' 引文规范是引用

者遵循学术共同体!行业协会$组织或学术研究管理机

关"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

创新的关于文献引用 <引证> 各种准则和相关要求#是

衡量文献引用!引证"是否规范的标准!准则"%

二$引文规范原则

引文规范是文献引证的规范化$标准化的简称#是

科学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产物%现在#引文规范已经成

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 A$世纪 F$年

代#我国的学术研究型文章大多没有引文!引证"%若有

也只是马列和毛主席的指示# 偶尔也有周恩来$ 董必

武$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言词% 在当时#文献引

用!引证"是附着于权威的#是引证者自觉赋予被引证

者的一种特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深入以

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引用!引证"的基本规范很快

被延伸到学术权威身上% 先是延伸到一些为领袖所评

价或提及的学者# 之后又逐步延伸到其他较少或者没

有进入领袖队伍中的著名学者% 随着 !$世纪 G$年代

学术著作和译著出版的增加#文献引用!引证"也发生

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引证与权威的关系进一步淡化#

GH



而与思想!学术交流的联系更加紧密" 如今#随着新闻

报业的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类型的实证

研究增加#都推动了文献引用$引证%的变化和发展"文

献引用$引证%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统一性原则

引文规范的统一性是科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统一

性原则是指在学术研究中# 引用的各种文献都必须进

行学术或体例上的规范"在目前#学术研究规范应构建

一元两级多层次的引文规范的层级体系" &一元'就是

科学研究的总的范式和注释体例#&两级' 就是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式和注释体例#&多层

次' 就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和自然科学研究领

域#各学科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注释体例"&一元'是引文

规范层级体系的总纲领#是&两级'和&多层次'引文规

范体系的总的指导思想" &两级'和&多层次'的引文规

范体系则是&一元'规范层级的集中反映"因此#统一性

原则应当成为引文规范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二"强制性原则

引文规范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 是每一个科学

研究人员必备的基础素质" 这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

尊重和借鉴# 更是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立论基石和出

发点" 与此同时#引文规范是学术建设的基础环节#更

是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关键措施"因此#对引文规范应

有一定的强制性"

!三"分层!分类"指导原则

在科学研究中# 由于学科属性的不同和科学研究

范式的差异# 对科学研究中的引文行为进行规范必须

采取分层$分类%指导的原则" 坚持分层$分类%指导原

则# 既有利于增强引文规范制度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更有利于引文规范制度的实施"

三#引文规范内涵

引文规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引文规范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引文规范仅仅是指引用者对引

文的标识与著录#即常说的&引文著录规范'(广义的引

文规范包括引文制度规范!引文标识代码规范!引文著

录规范!引文编排规范"

!一"引文制度规范

引文制度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行业协会!组织或

学术研究管理机关% 制定的对引文行为的相关规定与

制度约束" 在我国#独立的引文制度规范几乎是一片

空白#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引文制度规范" 现有的引文

制度规范零散分布于)*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

写格式$!"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科学

院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规范+$!"#$ +&%-(-.%!*学

位论文编写规则+$!"#$ %%&+/&(.))0%!*中国学术期

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123(14 "#$ &(

&--,%!*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修订

版%+!*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修订

版%+!*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中

国社会科学-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历史研究-关于

引文注释的规定+!*,文学遗产-文稿技术规范+等" 比

较集中的表述见于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

规范$试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年 0月 ..

日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之&.三!学术引文规范/

$七%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 凡引用

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

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 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

实说明"$八%学术论著应合理使用引文"对已有学术成

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

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因此#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在引用他人文献时#都必须

遵守此引文制度规范"

!二"引文标识代码规范

引文标识代码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行业协会!组

织或学术研究管理机关%制定的对所引文献的类型$或

所引文献的载体类型%进行代码标识的相关规定"引文

标识代码规范包括纸质文献标识代码规范和非纸质文

献标识代码规范"

纸质文献标识代码规范如下)

普通图书!含专著"教材#5 会议论文集 1 汇编

! 报纸 6 期刊 3 学位论文 4报告 7 标准 8 专利

9 档案 " 古籍 : 参考工具书 ; 其他未说明文献 <

会议论文集析出文献 2

非纸质文献标识代码规范如下)

数据库 4" 计算机程序 19 电子公告 =" 磁带

>?@ABCDEF D@GCH 5$ 磁盘>IEJKL 4; 光盘>14(7:5L 14

联机网络 >MBNEBCL :O 联机网上数据库 !I@D@P@JC

MBNEBC#$$$4"#:O 磁带图书 QI@D@P@JC MB ?@ABCDEF

D@GCL$$$4"#5$ 光盘图书 >?MBMAR@GS MB 14(7:5L

$$$5#14 磁盘软件 >FM?GTDCR GRMAR@? MB IEJKL$$$

19#4; 网上期刊 >JCRE@N MBNEBCL$$$3#:O 网上电子公

告>CNCFDRMBEF PTNNCDEB PM@RI MBNEBCL$$$="#:O

!三"引文著录规范

引文著录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行业协会!组织或

学术研究管理机关% 制定的对文稿中引用的文字或片

段如何进行真实地标注并在文后予以著录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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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著录的事项因文献载体的差异略有不同!

通过对著录事项的梳理"笔者发现#

第一"对所引文献的著录主要涵盖了三层意思#所

引文献作者$所引文献篇名$篇名所依附的载体的相关

信息! 这一认识对引文的编排规范厘清了思路!

第二"所引文献如是磁带图书$光盘图书$网上期

刊时"如该文献仅仅只有一种出版发行方式"即磁带$

光盘$网络出版发行"那么就应该按照非纸质文献的著

录事项进行著录% 如该文献是纸质文献的二次出版发

行"即先有纸质版"后有其它版"那么著录的事项应按

照纸质文献的著录事项进行著录!这也与&引文应与原

始文献为原则'的精神一致!

!四"引文编排规范

引文编排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行业协会$组织或

学术研究管理机关) 制定的对所引文献进行特殊的编

辑和技术处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其实质就是对注释

和参考文献的技术处理!

对注释的技术处理# 文稿中所有注释均按照前后

顺序逐条依次编排"注释序号用!"#**"注释的编

号应与文稿中引文的序号一致" 文稿中所有注释均放

置于文末! 介于正文和参考文献之间!

对参考文献的技术处理# 文稿中所有参考文献均

按照前后顺序依次编排"参考文献序号用!"#!$#!%#**"

参考文献的编号应与文稿中的引文的序号一致" 所有

参考文献均放置于文末注释之后!除此而外"对参考文

献的技术处理还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作者和篇名之间用&!'(下原点)间隔%

二是篇名后加&!文献标识代码#'和&!'(下原点)%

三是著作类出版物"出版地与出版社用&#'(冒号)

间隔"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用&"'(逗号)间隔"出版时间

与所引用的文字或片段页码用&#'(冒号)间隔"页码后

用 &!'(下原点)结束%

四是期刊类出版物" 期刊名称与期刊出版时间

(年)用&"'(逗号)间隔%期刊出版时间(年)与期刊期数

用&"'(逗号)间隔"期刊期数用&()'著录%期刊期数与

所引文字或片段页码用&#'(冒号)间隔"页码后面用

&!'(下原点)结束! 如所引期刊是年卷本"即#一年出版

一期(卷)"则把期刊期数改为卷"同时去掉期刊的&()'

著录!

五是网络出版物" 引用日期与访问路径之间&!'

(下原点)间隔"访问路径后面用&!'(下原点)结束!

引文编排规范看似复杂"其实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如果发现了这一规律" 整个编排规范问题就迎刃而解

了!首先"要熟悉文献的著录事项以及所引文献的标识

代码%其次"编排规范含三层意思#作者$篇名$篇名所

依附的载体! 每层意思之内&"'(逗号)间隔$每层意思

结束用&!'(下原点)间隔! 每层意思之内&"'(逗号)间

隔"如作者为二人以上时"作者与作者用&"'(逗号)间

隔%每层意思结束用&!'(下原点)间隔"如作者著录结

束$篇名著录结束$篇名所依附的载体著录结束!第三"

两个特例+++引用析出文献和外文文献中译本! 析出

文献&作者篇名'部分编排格式为#作者!篇名!文献标识

代码#!作者!篇名!文献标识代码#%外文文献&作者篇名'

部分编排格式为#作者!篇名!文献标识代码#!译者!(如

译者为二人以上是"译者与译者之间用&"'间隔)! 第

四"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不标载体类型"非纸张型

载体文献需在文献标识的同时标注载体类型!

总之"在编排规范中"用得最多的符号是&!'(下原

点)$&"'(逗号)$&#'(冒号)! 理解了 &!'(下原点)$&"'

(逗号)$&#'(冒号)的基本意思"对整个文稿的参考文

献编排规范就事半功倍!

四#引文规范现状

文献引用(引证)到底&应当'怎样引用才是符合标

准$规范呢, &应当'通常具有争议性"以至于人们常常

通过研究&不应当'来界定&应当'的范围! 引文规范不

应当出现以下类型#引而不精$引而不全$引而不通$引

而不著$多引少著$引著不矩!

!一"引而不精

&精'即精确"&非常准确"非常正确'! 判断引文是

否&精确'就是要判断引文是否为原文提供了&最具有

支撑力的证据和被认可的权威'!如果引文所表达的信

息对原文提供了 &最具支撑力的证据和被认可的权

威'"则该引文是精确的! 反之亦然! 总所周知"引文是

论证的辅助手段" 是引用者借用他人的观点来阐述自

己所要表达的思想" 如果过多地引用他人的观点而忽

略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 不仅影响文稿内容的连贯

性和完整性"而且还会引起读者和编辑的&疑惑'! 因

此"引文精确不仅体现在表意的准确性"还应体现引文

数量的适度性!

!二"引而不全

&全'即完整!引文必须忠实于原文或原意!引文是

摘取别人的观点来证明和解说自己的思想"以此来&证

明立论观点的正确性% 提高立论观点正确性的可信度%

阐释立论论点或延伸相关论点%丰富著述$论文的内涵"

扩大外延'

!%#

! 如是引用原文"引用者必须真正理解原文

所表达的意思%如是引用愿意"引用者必须在原文的基

础上进行精准的提炼"做到表意完整"切忌断章取义!

&'



!三"引而不通

!通"即通达#贯通#一致$ 引文在意思上必须与引

用者的自述语言保持语义上的连接与贯通% 并注意语

气&格调与全文一致%确保上下文的语境同一$ 语义的

连接与贯通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类型'承上型贯通&启下

型贯通&承上启下型贯通$ 一般来说%语义的承上型贯

通常常出现在段落的末尾( 语义的启下型贯通常常出

现在段落的开头( 承上启下型贯通则常常出现在段落

的中间$

!四"引而不著

!著"即著录$引用的文字或片段%必须清楚地予以

著录$ 著录的事项包括作者&篇名&出版单位&出版时

间&文字或片段所在页码$著录不仅体现在正文文字当

中要有明显的标识% 而且在文末参考文献中还要完全

!显现"$ !显现"的事项就包括作者&篇名&出版单位&出

版时间& 文字或片段所在页码$ 部分引用者却只引不

著%或著而不全$

!五"多引少著

多引少著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引用者连续或间断

地多次引用某一个人的研究成果% 而在著录时只在某

几处予以标识并在文末著录( 二是引用者引用多人的

研究成果% 而在著录时只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被引用作

品的名气大小予以著录$ 出现第一种情况是部分引用

者担心过多地引用他人作品引起编辑和读者的误解而

采取多引少著( 出现第二种情况是引用者为了提高自

己作品的含金量或影响力而采取多引少著% 或只著名

人文献而忽视非名人文献$

!六"引著不矩

!矩"及规矩&规范&标准$ 引著不矩是指引文&著

录不合规范%不合标准$ 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

是引文没有坚持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而

是过多地引用转引文献%没有对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

料进行核实(二是对引文的著录事项不全%没有按照

!相关规定"予以著录(三是著录的标识不准确$ 这种

情况主要出现在引用者没有正确区分文献载体类型$

如'专著的载体类型是 !"期刊的载体类型是 #"报纸的

载体类型是 $%等等$ 几种文献载体类型相互混淆%这

种情况在作者的来稿中常常会出现$ 四是著录没有相

对统一$ 在一篇来稿中%稿件的著录格式出现几种情

况%有的对著录的事项进行了规范的编排%有的又没

有进行规范的编排( 或者在进行规范编排的文献中%

采取了不完全同一的编排规范'如同时对期刊文献的

引用% 在某一个期刊文献进行了期刊卷数的标识%而

对另一个期刊文献则没有进行期刊卷数的标识$

上述分析的引而不精&引而不全&引而不通是引用

者未遵循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准则% 是针对引文与原文

的语义而言的(引而不著&多引少著&引著不矩是引用

者未遵循学术积累和创新的相关要求% 是针对引文的

著录形式而言的$

五#引文规范路径

引文规范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著者和编辑的共

同努力才能确保引文的规范化&标准化$以著者为代表

的作者是引文规范的主体%是引文规范的关键(以编辑

为代表的编辑出版方是引文规范的重要补充% 是引文

规范的审核者和监督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期刊出

版单位应加强引文规范的学习与培训$

!一"作者自律

作者要对自己 !所引文字或片段" 进行清楚地著

录$ 即'要给!所引文字或片段"找到一个!回家"的路

径$让读者通过作者的著录能很快地找到!所引文字或

片段"的原始文献(与此同时%编辑也可以根据作者提

供的路径进行审查核对$ 这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

重%更是践行学术研究规范的伦理标准$要做到作者自

律%第一%作者自身要加强引文著录相关知识的学习%

认真区分注释及参考文献的区别% 掌握参考文献类型

及标识代码%知晓文献著录的相关事项$ 第二%加强编

排技术规范的学习$一篇高质量的文稿%不仅仅包括论

文稿自身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即对!所研究的问题"有

新的见解%或对!所研究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科技信

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

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

%还应当包括

文稿本身的编排技术规范$

!二"编辑他律

审稿% 是对准备选用稿件的判断& 鉴定和评价工

作%审稿%是保证杂志质量&杂志正确导向的关键环节

之一%('

$这里的!判断&鉴定和评价"%就是对文稿的学术

性评判$ 从审稿制度上看%!三审制"审稿与同行专家

审稿"

%)'

%其本质也是对文稿的学术性评判$ 因此%编辑

)这里是!三审制"审稿人员和同行专家审稿人员的统

称*在审核文稿的过程中%既要考究作者!所引文字或

片段"的思想是否与作者要论述的观点是否存在紧密

联系%又要审核作者!所引文字或片段"与原始文献是

否一致%还要校验作者!所引文字或片段"的著录是否

清楚%更要对!所引文字或片段"的著录进行规范化的

编排)即编排技术处理*+ 尽管多数出版方)主要集中

在出版社*将编辑#校对#编务的工作职责制定得比较

清楚%也明确规定编辑#校对#编务各司其职%各尽其

**



责!但仍有很大的一个群体!主要集中行业学会"协

会#期刊$高校学报等!是集编辑$校对$编务工作于一

身% 再者!&学术性期刊出版形式正规化!表现在普遍

实施了具有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论文中英文摘要$关键

词$中图分类号及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情况等

信息数据'

!"#

!其中文献标识码等信息就涉及到引文规

范的内涵% 因此!编辑掌握必要的编排技术规范也是

合理的$可行的%

!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加强引文规范的教育#

培训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引文规范的教育$培训!

是引文规范得以实现的助推剂%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承担了高等职业教育$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的人

才培养任务% 除高等职业教育阶段而外!本科生教育$

研究生教育都存在对学生进行科研素养的培养和训

练!而且随着学历的提升!对科研素养的培养和训练$

科研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然而!在本科生教育$研究生

教育阶段! 却较少地开展对引文规范的教育和培养%

虽然多数高校$科研院所都制定有论文写作规范或学

术研究规范!但真正把论文写作规范或学术研究规范

作为一项单独的教学内容并进行施教的院校并不多

见% 在国外!国际著录规范&三巨头'之一的(芝加哥手

册)自 $%&'年首次出版以来!一直是本科生写学期作

业$研究生写学位论文$教授写文章专著的学术规范

"引文规范*的标准% 这种学术规范+引文规范*的训练

从本科生开始$在研究生又再度强化!一直到博士论

文的写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 因此!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不仅是引文规范的践行者!更是引文

规范的教育者$指引者!加强引文规范的教育$培训理

所应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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