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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简析农林类学术期刊作者“学位”的规范著录

高　峻　吴益伟　侯春晓　袁醉敏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期刊编辑出版中心，３１００２１，杭州

摘　要　对农林类学术期刊作者简介中的学位信息著录情况
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调查的１７种学术期刊中共有３１种表
述形式，不同期刊对作者“学位”的著录方式杂乱，且不准确。

呼吁同人应重视期刊编排的规范化问题，并提出关于作者“学

位”著录形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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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质量是期刊总体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文稿编排是否规范，是否符合相应的

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１］。当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一

套较为完整、可行的期刊编校出版规范，业界同人也根

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就期刊编校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

进行了诸多讨论［２６］，这对促进规范化办刊、提升期刊

质量等具有积极意义。

在论文中登载作者个人简介是我国农林类学术期

刊出版的惯常做法，通常主要包括作者的身份信息、简

历信息与联系信息等，这样做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论文

时直观地对作者建立起第一印象，有助于评判文章的

质量与可信度；同时，较为详细的个人简介提高了作者

的辨识度，有助于区分同名作者，保障了作者的唯一

性［７］；而且，便利了他人同作者的联系，有益于约束作

者加强学术自律；此外，清晰、准确、完整的作者简介有

助于编辑部自身或第三方评测机构科学把握科技期刊

载文的作者群体，从而更好地指导期刊发展，也可满足

现今大数据、全媒体时代数据挖掘的需求。

但截至目前，我国并未出台与此相关的国家标准

或行业规范，各刊在操作过程中随意性较大，与办刊规

范化的要求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为此，笔者随机选择

部分农林类学术期刊进行调查。考虑到作者简介中包

含的内容较多，为便于比较，仅调查作者简介中的学位

信息著录情况，旨在以小见大，抛砖引玉，并借此呼吁

同人进一步提高期刊编排的规范化水平。

１　调查对象与方法

　　在笔者单位图书馆随机选择１７种农林类学术期
刊，调阅２０１６年之后出版的某一期纸质期刊（整本）
作为样本。由于并非所有文章均有通信作者，为便于

比较和统计，本文仅统计各刊载文中第一作者的学位

信息，分类计数，并分析农林类学术期刊中作者学位信

息著录时出现的问题。

２　结果与分析

　　所调查的１７种农林类学术期刊均登载包含作者
学位信息的个人简介，共计载文７２５篇；但所有刊物均
有部分论文未著录作者学位信息，合计２３４条，占调查
总数的３２．３％，即所载论文中约有１／３没有在作者简
介中提供作者的学位信息，存在著录不全的问题。单

从著录比来看，最低者仅７．１％，该刊在所调查的一期
上共载文２８篇，除 ２篇论文标注作者学位为博士
外，其余均未标注。据此推测，该刊在著录作者学

位时可能设置了阈值，即只著录“博士”学位。从本

调查情况推测，有部分期刊在著录作者学位信息时

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其阈值多设为“硕士”，但大

部分期刊在著录作者学位信息时并未设置类

似阈值。

从第一作者学位信息的著录内容来看，１７本期刊
中共出现了３１种表述方式，一本期刊内第一作者学位
信息著录方式最多的达１２种之多。这一方面是受我
国学制的影响，不同作者的学位状况不同所致。例如

部分作者还在攻读学位，而部分作者已经获得学位；又

比如，部分专业的硕士学位事实上可以分为专业学位

和科学学位２大类：这些都增加了作者学位状况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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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统一标准，致使各

刊在著录过程中各行其是。如对于还在攻读硕士学位

的研究生，不同期刊就采用了“硕士研究生”“硕士生”

“研究生”“在读硕士”“在读硕士研究生”“在读硕士

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等著录方式，在某刊中甚至还

存在“在读硕”这样的表述。此外，“××专业”“本科”
等不准确的学位著录内容大量充斥。“专业”只是学

科的划分，并不能准确传达出作者的学位信息；而“本

科”在我国则是一种学历，并非学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高中生现已早早开始参

与科学研究，且在导师指导下将其学术成果发表于学

术期刊上，本调查共统计到此类作者２名。

３　存在的问题

３１　“学位”著录缺乏统一标准，标注混乱　本调查
发现，在所有标注作者简介的７２５篇论文中，未标注作
者学位信息的达３２．３％，部分期刊未标注作者学位的
论文占比超过一半。由此可以推测，部分期刊编辑部

在著录作者学位信息时，基本上按照作者提供的学位

信息照单全收，并不做强制要求。若作者提供学位信

息，则无论其著录内容是否规范、准确，依样著录；若作

者不提供的，就不著录。虽然部分期刊已经注意到这

一问题，并尝试在同一期刊内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著

录；但由于各刊之间缺乏统一标准，对比不同农林类学

术期刊著录的作者学位信息时仍会感到花样百出。此

外，各刊编辑部普遍对包括学位信息在内的作者信息

著录问题不够重视，虽然所调查的１７种农林类学术期
刊都在作者简介中著录有第一作者的学位信息，但仅

有１种期刊在投稿须知中点明需要作者提供作者简
介，其中应包括“学位”。

３２　学位著录内容不准确、不规范　“学位”是标志
被授予者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

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为《学

位条例》）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推行

的三级学位制，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３级。而专科／
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则是学历，２组词之
间不应混用。农林类学术期刊作者简介中著录的是

“学位”信息，从理想状态来看，只应出现学士、硕士与

博士。本调查发现，对于硕士及博士学位，各期刊在著

录时基本不会出错，但不少期刊在著录“学士”时会混

用“本科”。此外，部分期刊在著录专业学位时会给出

全称，如“工商管理硕士”“农业推广硕士”，也有部分

期刊会详细给出作者所获学位的学科，如“×学硕士”。
对此，按照《学位条例》规定，应统一著录为“硕士”。

此外，当前农林类学术期刊的主要作者群体为正在攻

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由于其尚未取得相应学
位，各刊在著录此类学位信息时较为混乱，不统一、不

规范、不准确的问题比较突出。

４　对策建议

　　本调查发现，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农林类学术期刊
在著录作者学位信息时不规范、不准确的现象大量存

在。期刊质量无小事！以此为例，吁请各编辑部高度

重视期刊编排的标准化、规范化问题。

关于作者学位信息的著录，根据《学位条例》，

建议仅使用“学士”“硕士”“博士”。当前，农林类

学术期刊作者中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占比较高，卫世乾［８］对其学位的规范化著录问题进

行了讨论，认为“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

表述方式符合社会认知，且没有明显歧义，建议照

此执行。对于极少部分高中生作者，由于其并未取

得学位，而且正在攻读的也非《学位条例》中规定的

相应层级的学位，因此建议不予标注。与此类似，

对于由于种种原因未获得学位的作者，也建议不予

标注。鉴于目前农林类学术期刊作者以学士及以

上学位获得者为主体的现实，本着“尊重作者，保护

隐私”的原则，并兼顾可行性，在实际操作中可仅著

录“硕士”及以上的学位信息，但在采取此种方式

时，最好在投稿须知或投稿指南中先予说明。以上

处理方式，谨供同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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