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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作者自引对比分析

朱　大　明
（防护工程编辑部，４７１０２３，河南洛阳）

摘　要　为探讨作者自引的规律和相对合理性，为期刊编辑、
期刊评价和文献计量分析提供参考依据，对基金论文与非基金

论文作者自引量进行随机抽样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基金论文

的自引篇率和自引率明显高于非基金论文；作者自引量与期刊

论文质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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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引用包括多种类型，总体上可分为２
大类，即自引和他引。其中作者自引是一种大量而常

见的自引类型，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除了要借鉴前人

或他人的研究成果，也要把自己（含合著者）前期的研

究成果不断引向深入，以反映出科学研究的连续

性［１］；但在论文总被引频次和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

中，自引往往被另眼相看。例如：文献［２］认为，应在
被引频次中减去不能反映期刊影响力的作者自引次

数，使计算出的影响因子能真正反映出期刊的影响力；

文献［３］认为，在基于引证强度的学术论文质量评价

方法中作者自引量应相应扣除。

如何正确认识作者自引的合理性及其与论文或期

刊学术质量的辩证统一关系等问题，需要进行多方面

的实证性研究。文献［４］基于抽样统计，分析了作者
自引与作者技术职称的相关性，进而从一个侧面说明

作者自引与论文质量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探讨作者

自引的规律和相对合理性，为期刊编辑、期刊评价和文

献计量分析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对作者自引与基金论

文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

１　统计对象与结果

　　基金论文是指各种基金资助科研项目成果产出的
论文。基金项目尤其是国家级重要科研基金（如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９７３规
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计划、国家基础研究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重点

资助项目等）都是经过较严格的立项论证，有较强的

学术带头人和科研团队，有较好的科研物质条件和经

费保障，因此，其产出论文质量总体相对较高。

基金论文比是学术期刊评估标准之一，在学术质

量指标中其权重分值与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相

同［５］。可见，基金论文是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表征。

分析作者自引与基金项目论文的相关性，可以从

一个侧面表明作者自引与期刊论文质量的内在关系。

据此，笔者从本单位图书馆科技期刊阅览室随机抽取

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学术性和技术性科技期刊（主要是工科
学术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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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绝大多数为中文核心期刊或中国科

［５］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关于２００７年度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
新闻媒体见面会的初步统计［Ｒ］．北京：中国科技新闻学
会，２００７

［６］　第一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Ｊ］．
学会，２００３（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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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２００８）数字化建设子课题
组．对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建立网站及 ＯＡ期刊情况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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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核心期刊，部分为ＳＣＩ、Ｅｉ收录期刊），按论文给出的
基金资助信息（见论文首页脚注）认定其是否属于基

金论文、属于何种基金（主要统计国家级基金项目，未

标明基金资助信息的期刊不作为统计对象），分别统

计其每篇论文参考文献著录数量、是否有自引及其作

者自引数量。累计统计期刊３０余种，其中基金资助论
文２３７篇，非基金论文１９３篇。分别计算其自引篇率
（即有作者自引论文数占统计论文数的百分率），以及

作者自引率（即自引参考文献数占统计论文所著录参

考文献总数的百分率）。结果见表１。

表１　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作者自引篇率和自引率抽样统计对比

论文分类
作者自引篇率

论文总数 有作者自引论文数 自引篇率／％
作者自引率

引文总数 作者自引文献数 自引率／％
基金论文 ２３７ １５８ ６６．６７ ２７１８ ３８９ １４．３１
非基金论文 １９３ ６２ ３２．１２ １５９７ ９３ ５．８２

２　分析与讨论

　　基金论文自引篇率和自引率都明显高于非基金论
文，大约是２～２．４倍的关系。这是因为基金论文作者
相关领域科研成果积累较多，已形成了较稳定的研究

领域和方向；由于课题研究的连续性、继承性和相关

性，作者势必要引用以前已发表的论文中有关研究历

史、背景、理由、目的，以及理论、方法、数据或结论等。

基金论文作者之所以能获得基金资助，其重要条

件是在某研究领域从事过较长期的研究工作，科研实

力较强，已完成的相关领域或研究方向的高质量成果

较多，论文产出量相应较高，被引用的可能性大，自引

率也较高。当某刊发表了数量较多的水平较高的基金

论文，在扩大了本刊学术影响力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

作者自引率或期刊自引率。

基金论文作者自引率较高，印证了作者自引率与

论文质量的正相关性。如果承认基金论文的学术质量

总体较高的话，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一定量的自引也

可作为作者学术水平或期刊影响力较高的表征。

只要科学研究主体在其著述中确实有必要引用已

发表的（包括本人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并遵循参考文

献引用的基本原则［６８］，确实做到合理引用，都必须明

确地标引和著录。论文作者引用本人以前发表的论文

当然也不例外。从这一意义上看，作者自引是与他引

并无本质区别的科学引证现象。

一定量的作者自引是合理的，但过多或过于单纯

的自引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科研信息的贫乏

或信息源的单一狭窄，相应地令人对其科研成果的起

点、深度和广度表示怀疑；更由于学术失范或某些功利

目的，如为标榜或展示作者自己已取得的学术研究成

果，或由于自引的方便性和随意性而可能导致自引过

多等。这就需要根据“合理自引”与“不当自引”的区

分标准［９］，对自引文献的相关性和必要性作具体分

析；但由于包括他引的所有引用行为都可能存在引用

失范的情况，因此，引文计量分析只具有统计意义，统

计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３　结论

　　１）本文统计结果是对新近出版的涉及多种学科
的科技期刊随机抽样统计得到的，从一个侧面揭示作

者自引的客观规律性，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供稿件

鉴审、期刊评价和文献计量分析参考。

２）作者自引篇率和自引率与基金论文呈明显的
正相关性，即基金论文的自引篇率和自引率明显高于

非基金论文，说明期刊作者自引量也可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３）一定量的作者自引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问
题的关键是，无论是他引还是作者自引都必须实事求

是，遵循引文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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