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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引用及影响引用的因素分析

马　智　峰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５２４０４８，广东湛江）

摘　要　分析参考文献的功能、作用、来源及其引用动机等。
希望论文作者和编辑能对文献有全面科学的认识，并能合理地

引用，也希望编辑界有识之士对文献著录原则和规范等问题进

行学术研究和指导，以促进文献引用的进一步规范化，使文献

能为我国科技论文整体水平的提高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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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参考文献的内容及作用

　　我国国际论文数量跃居世界第二［１］，但论文的篇

均引用数、引用率均与世界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总

引用数也与世界第５名有相当大的差距。冯长根［２］曾

强调引用质量问题。科学文献间的引证关系始于１９
世纪西方科学界形成的严格的科学传统［３］，一篇完整

的科学论文包括正文和附于其后的参考文献。每一篇

被引用的文献，对于作者来说，就是参考文献，对于被

引用作者来说，就是有了一篇引用文献，即引文。

参考文献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反

映了作者的研究过程。参考文献著录的目的是向读者

清楚地提供引文的作者姓名、载体、公开发表或出版的

时间等基本信息，方便读者准确地查阅到引文。

根据国际通用参考文献规范［４］，我国参考文献主

要包含４个主要成分：１）文献作者；２）文献题名；３）文
献载体；４）出版发表时间。

参考文献的标注内容和方式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需要在不断更新。

参考文献的作用可归纳为如下２个方面。
１）微观作用。从微观上说，参考文献的作用是作

者向读者提供引文信息，以便读者也能了解被引用的

理论、事实、观点、方法、数据、过程、结论等，参考文献

的引证保持了论文的连续性和紧凑性，避免了重复研

究工作。参考文献的广泛度，意味着研究者的深度和

广泛性。参考文献的标引，也表达了作者对引文作者

的致意。对于引文作者来讲，引证说明了论文研究的

学术价值，引用频次高，意味着研究成果得到的认可度

高，学术价值高。同时，论文传播依靠传播载体，传播

载体的论文被引用，是载体的成果展示，是对传播载体

工作的肯定。传播载体的论文引用比例越高，引用次

数越多，表明载体的学术水平越高，影响力越大。

２）宏观作用。从宏观上讲，文献是科技信息工作
的核心和基础，历代流传下来的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

的科技信息及文献，是巨大的知识宝库和社会资源。

文献的引文数量、引用频次和篇均引用数是科技资源

利用效率的显示，它不仅是科研水平与科技竞争实力

的反映，而且是国家、科研机构等制订规划、计划及确

定科研方向、生产方向的重要依据和决策基础。现代

文献与情报研究显示，引文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

研究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关联关系、研究与预测科学研

究的发展趋势及热点等的信息来源和重要依据［５］。

２　参考文献引用分析

２１　作者引用动机　在科研工作中，任何一个项目从
选题、试验研究或设计到成果鉴定，每一步都离不开文

献信息的收集。作者要在某个领域的某个研究方面取

得一些新进展或突破，必须首先充分了解国际科技界

在此方面的相关成果和最新进展，学习并采用先进的

理论和研究方法。各种信息检索工具和大量纸质及电

子文献信息的广泛传播，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

文献资源。正确、全面地引用参考文献，能充分展示作

者的学习与积累过程，说明作者科学研究的厚实基础，

充分展现论文的创新之处，提高论文的信息含量。美

国对８０００名化学化工科技人员的调查结果［６］显示，

用于文献检索的时间比例最多的高达６１％，最少的为
１５％，平均为３３．４％。

作者的标引心理动机十分复杂［７］。人们对引用

的分析大都建立在理想的引用规范基础之上，即引用

要以主题相关性为原则，把真正对著文产生影响作用

的文献作为参考文献来标引，但在标引实践中，无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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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引文动机严格区别。温斯托克在１９７１年描述
了参考文献的１５种基本功能，这些功能都比较直观，
容易理解；但有一些标引的文献并不是直观地反映在

论文中，似乎对论文没有产生影响，而可能在论文结

构、研究思想和方法等方面产生影响或启迪，著作者有

感触体会，但读者不易识别。由此，参考文献的标引产

生了模糊界限，是否标引也由此产生分歧。

但是，参考文献的引证应该是经过仔细分析，精选

最密切相关的理论、方法、数据且论述中最必要引证的

文献，尽可能以最少的引文数量获得最大的引证效果。

２２　文献引用的力度　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引用
力度，但就效果而言，有的引文对文章立论、提供论据、

继承发展学术成果起到较大的支持作用，有的引文对

论文的某一方面，如对某个主题、观点、论断、数据、样

本等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有的引文仅仅是方式方法上

的启发，有的如同类比，也有的并不是同一学科的研

究，仅仅是某方面的启发，对论文本身没有直接作用和

影响；所以，有人根据引文对论文所起的作用不同将引

用分为静态引用与动态引用。静态引用指被引用论文

中的知识没有进入到引用者论文中去，或者是知识没

有发生转移的一种引用，容易被忽略。静态引用的引

文对论文产生的作用不大，论文与引文之间在知识上

不存在继承关系，论文也并非由于静态引文而使其知

识出现增值。动态引用指被引用文献中的知识进入了

引用者的论文中，或者是知识发生了转移的一种引用。

动态引用的引文与论文之间在知识上存在着继承关

系，论文作者通过对引文的研究受到启发，将引文中的

学术思想和方法等引入到自己的论文中，引用力度高，

容易被重视。

３　影响参考文献标引的因素

　　论文发表的根本目的是要表达作者创新性科研成
果或学术观点，恰当地引用文献可使文章简明、结构严

密、语句精炼，便于读者查找，便于科技情报人员作文献

计量学研究。标引参考文献不是为作者标榜“博览群

书”，也不是为期刊提高影响力，而只是为论文主题服务。

国际著名期刊《Ｎａｔｕｒｅ》和《Ｓｃｉｅｎｃｅ》要求其论文的
参考文献数不超过５０篇，其目的就是要求作者在尽可
能广泛地检索、收集与论文主题相关的文献的基础上，

精选与论文主题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献或必须引证的文

献，尽可能地发挥文献最大的引证效果。

但在实际的标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常见问题。

１）关于知识的创新性。有人认为，引用别人的成
果会影响自己论文的独创性。科学研究都具有较强的

继承性，引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减少许多不必要的

重复劳动，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才

能取得更新、更高的成就。独创性，并不是所有的观

点、理论均是前人未曾涉及过的、研究过的；“独创性”

的文章中所有观点都不可能是作者自己的，关键是作

者应明确自己新的贡献、新的方法或新发现等。据统

计，科研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９５％～９９％是通过科
技信息，借助他人的经验解决的，平均仅有１％ ～５％
的内容是靠研究者本人的创造性劳动完成的，而作者

对他人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用“掩耳盗铃”来证明自

己的“独创性”是最为可悲的。

２）关于信息资源的开发与获取问题。研究表明，
引文行为之一是“易取性”，即作者喜欢引用最容易得

到的资料、最容易接受的语言等。这样，本国、本地区

的同行论文最容易被引用。随着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的推广，根据《中国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００年以来的统计
数据，近６年科技论文的引文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篇
均引文数量尽管与世界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已

经取得巨大进步。

问题之一是自引率高。研究表明，即使是科学技

术发达的国家，它自身所能提供的新知识，最多不会超

过世界新知识的２０％～２５％，而７５％～８０％的知识是
靠从国外吸收来的，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应该会更

高。据调查，我国某直辖市的科技人员中，只有１０％
的人能阅读外文书刊，而掌握文献信息检索方法的科

技人员只占１％。问题之二是信息资源匮乏。《中国
知网》近９０００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重要会议论
文”、“研究生论文”等网络资源的建立［９］，为研究人员

提供了信息检索平台；但网络速率的瓶颈、信息开放度

不高、关联度不高、信息不能实现有效链接而无法被查

询与获取；同时，能提供国际信息检索服务的就更少，

且检索费用比较高。香港有６所大学拥有ＳＣＩ收录信
息资源，而内地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公共图书馆中，

重视国际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却很少。薄弱的信息

意识、落后的信息技术、封闭的信息资源，致使国际先

进的高新技术与信息不能有效利用，大量“近亲繁殖”

的论文直接影响我国论文整体的质量与水平。

３）信息检索工具的利用问题。文献信息研究显
示，现代科学技术交叉和彼此渗透的特点必然反映到

科技信息及文献上。国外统计数据表明：理工类各专

业的文献有半数不是在本专业期刊，而是分散在相关

专业期刊之中；一个学科的文献，有１／３刊登在刊名和
学科名称相同的期刊中，１／３刊登在刊名和学科名称
有关的期刊上，而其余的则刊载在刊名与学科无关的

期刊中；工科文献有１／５刊载在理科期刊上。因此，检
索文献信息对于读者和研究人员至关重要。而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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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信息检索工具进行有效的信息检索方面，不

仅信息检索工具少、信息量小，而且有关检索方法和检

索技巧的介绍也少，研究者往往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却无法获取更多的有用的信息。

４）时效性问题。２１世纪是信息的时代，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发展使世界没有了空间和距离的限制，信息瞬间就

可以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时间”就是论文突出的

“价值”。我国 “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稿件云集，由于

版面限制，一些作者的论文不得不等上１年或更长的
时间才能出版。博士研究生哪怕是晚答辩１年、晚毕
业１年，也要等权威期刊的录用通知或刊物校样。这
给国家和个人造成的损失难以计量，同样，也降低了期

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众多的半年刊、季刊等期刊不

仅周期长，而且缺乏优质的稿源。“期刊等稿件，稿件

等期刊”造成我国论文发表周期长，失去了论文的时

效性，降低了论文的引用率。

５）期刊的编辑与管理问题。参考文献的编排不
仅给编辑带来相当繁琐的工作，而且常常会因编排的

疏漏或不规范而影响期刊的整体质量。如参考文献表

的编排次序与文内标注的对应关系就得花费编辑大量

的时间进行校对，否则极易出错。若版面不够，有些编

辑首先考虑的是删减参考文献，似乎参考文献是多余

的“摆设”，有的干脆来个“参考文献（略）”。而有少

数期刊，为提高自己期刊的“影响力”，人为“制造参考

文献”，以增加自己期刊的论文引用数，或者引导作者

无必要地专门引用自己期刊的论文。

４　结束语

　　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科技开发
与科技成果成绩显著。一方面，科研考核制度和科研

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同行专家评价、论文引用数评价等

各种评定论文学术价值的方法均在探索和研究过程

中，以建立更加宽松、宽容和弹性的科研管理模式；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图书馆等越

来越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信息检索渠道也在

不断拓宽，为科技人员创造了良好的科研信息服务环

境。在这种形势下，各期刊社或编辑部应该对参考文

献的标引制订科学、严谨、全面的执行规范，以指导作

者和编辑正确地标引参考文献。只有这样，我国的整

体科研水平和科技论文质量才会逐步提高，才能参加

国际竞争。否则，即使由同行来评议论文的学术价值，

因“关系”同行的误评而会导致论文评价结果“失准”，

即使我们重视了参考文献的引用量，而“失范”的引用

同样也会制约我国科研论文质量的提高。

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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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量值或概量时可以用单位的国际符号吗？

　　问　科技期刊中常见的“氧分压的单位为Ｐａ”“年
产量５０多万ｔ”等表示允许吗？

答　允许。这类表示没有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
ＧＢ３１００～３１０２《量和单位》的规定。单位的国际符号
在该标准中叫单位符号。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计量司、

标准化司组织编写的《量和单位国家标准实施指南》

指出：“单位符号可以在一切需要简单明了表示的地

方使用，也可用于叙述性文字中。并不局限于仅在表

示量值时才用符号。在非量值的情况下，只要不会产

生误解，也可单独使用符号。”这就是说在不致造成歧

义的前提下，单位符号可以用于一切使用单位的场合。

例如：表示非量值的“电阻的单位是 Ω”；表示概量的
“速度为３００多 ｋｍ／ｈ”；等等。在非普及性的科技出
版物中均可以这样使用。 （诸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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