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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中英文摘要的人称与语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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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论文中的英文摘要，该采用何种人称及语态，目
前争议颇多。我国科技期刊中的英文摘要，尤其是英文摘要与

国外期刊在人称和语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某些不

合理的规约。文章从语体、语篇角度讨论摘要中人称及语态的

编辑处理原则。认为中英文摘要写作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既要注意英语与汉语的差异性，又要注重语言表达的可接受

性、得体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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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已成为科技论文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出版的各类学术期刊基本上

都有各自的摘要写作规范和要求。按书写格式，摘要

分为结构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和非结构式（ｎ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无论是结构式还是非结构式，关
于摘要写作中人称和语态的使用，在国内已成为人们

争论和关注的热点问题。

对此类问题的讨论，尽管数年来学者们各抒己见，

但迄今为止未能达成一致，这势必给作者以及学术期

刊编辑造成困惑。此外，我国科技期刊还有另一特点，

即采用中、英文双语摘要。汉语是一门重“意合”轻

“形合”的语言，这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又会导致中、

英文摘要在语篇表达上的不对等。因此，有必要找到

一种既能符合国情，又能适应国际潮流的解决办法，从

而使摘要更为规范统一。

１　中英文摘要的人称和语态现状

１１　中文摘要　ＧＢ／Ｔ６４４７—１９８６［１］规定：摘要“要
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应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

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

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

作为主语。根据对国内科技期刊“投稿／稿约要求”的
检索，多数期刊对中文摘要都作了具体要求，如“用第

三人称”，禁用“本文”“作者”等做主语；对于语态也要

求“不得使用被动句”及“英文摘要则相对具体”等。

１２　英文摘要　同中文摘要相比，英文摘要有其特殊
性。一方面，英、汉语言本身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

面，中文期刊所附的英文摘要基本上都是从中文摘要

翻译过来的，这就涉及到“对等”与“不对等”的问题。

加之国家标准对摘要撰写的硬性约束，我国不少科技

期刊的英文摘要也要求使用第三人称。如《××肾脏
杂志》在其《读者·作者·编者》栏目里就明确规定

“……注意英摘用第三人称，即不能有‘Ｗｅ…；Ｏｕｒ
…’等。如果作者用了，我们要改为‘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在语态方面，因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过去多

提倡使用被动语态，导致国内科技论文出现英文摘要

被动语态过度使用现象［２］。事实上，国外从２０世纪中
期开始就逐渐有作者用第一人称撰写，现在愈来愈多

的人主张或提倡使用主动语态，包括使用第一人称代

词［３５］；国内期刊的种种规定，必然导致英文摘要在中

外期刊中的差异。试比较以下２例结构式摘要。
例１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３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ｒｅ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
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ｅｒ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２３ ｃａｓｅｓ
（６９％）．ＣＴｈｅｌｐｅｄ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３４ｃａｓｅｓ．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Ｔ
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６］

例２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ｆｔｅ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ｔｈａ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ｉｓ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
ａｌ，ｗ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ｉｐｉｄ，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６，ａｎｄ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ＲＥ
ＳＵＬＴ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５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７］

虽然这２例同为结构式摘要，但明显表现出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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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在要求上的某些异同。例１中文期刊随文摘要基
本上是按相关要求来写就的，未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而

是使用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ｓ作为
主语；例２外文期刊则使用了第一人称Ｗｅ。两者都使
用了被动语态，只是使用频率有较小差异。此外，相关

研究也证实国内期刊英文摘要中第一人称的使用频率

低于国外原版期刊［８］。

２　讨论

２１　人称问题　摘要的人称问题在学界有不同的观
点：一是根据ＧＢ／Ｔ６４４７—１９８６的规定，摘要撰写要用
第三人称的写法；二是主张使用第一人称，主张或倾向

于中英文摘要也可以用第一人称撰写，认为如果一项

研究工作值得写成论文发表，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做了必要的研究（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９１０］；三是折中主义立场，认为人称问题的取
舍并不能与研究的客观性相提并论，即论文的客观性

不以人称而转移，但也应考虑国际科技论文写作潮流，

摘要写作也可尝试使用第一人称［１１］。与此同时，还有

学者就人称问题作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外摘

要在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上存在显著差异，究其根源，

是国内对学术语篇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看法片面所致。

科技英语，有其独特的文体特点。摘要作为独立

于全文而存在的短文，它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１２］；因

此，摘要的语言表达，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既要准确，

也要得体，两者均以实现交际任务为目的。语言表达

的准确性是指用词准确，语句合乎语法规则；而语言表

达的得体性既包括说的话合乎语法规则，具有语法上

的可接受性，又关系到说的话在特定的语境中得体、合

适［１３］：因此，我们在编辑加工时，不能按照某种模式去

生搬硬套。例如：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ｕｓｅｏｆ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ｏ
ｎｏｕ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这里人
称代词“Ｉ”的使用就显得牵强，若改为“Ｂ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ｗｅ［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ｒ（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可能更得体，语篇更
连贯。

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不仅反映出其自身的特点，

也承载着民族及思维特性。例如：英语重物称，汉语重

人称；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为此，摘要写作中人

称的定位应着眼于篇章的连贯，结合特定的语境来实

施言语行为。作为论文的随文摘要，其本身就预示着

特定的交际对象———作者与读者；因此，对摘要中是否

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Ｉ”或“Ｗｅ”，不必施以人为规
定，应重点审核语句是否连贯，是否符合英语的表达习

惯。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人称的使用与否与作者的责

任感不能混为一谈，以学术道德衡量，一旦成为署名作

者，必然确立了其作者身份，毫无疑问，你必须对你的

研究的真实性负责。对于这一点，国外主流学术期刊

在其《投稿／作者须知》中均有明确警示。
我们认为，在编辑加工中，人称定位需要考虑３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摘要的类型；二是中、英文摘要表达

上的“对等”；三是篇章的逻辑连贯。

例３　Ａ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ｌｏｃｕｓｆｏｒ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ＢＤ）ｏｎ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１６（ＩＢＤ１）ｈａｓｂｅｅｎ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Ｃｒｏｈｎ’ｓｄｅｓｅａｓｅｉｎ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ｔｗ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ｉｓ
ｌｏｃｕｓｕｓｉｎｇ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ＤＮＡｆｒｏｍ１２７Ｃｒｏｈｎ’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第１句首先描述了研究背景，紧接着介绍研究方
法，借助人称代词，较好地实现了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内

在连贯一致。如果第２句不用起关键作用的人称代
词，该句就不能采用主动结构，只能改为被动式，即 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其结果是句子孤
立，语篇松散。又如：本文就目前对急性心衰的病理生

理学认识进行综述，包括对传统观点和新观点进行评

论（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ｖｉｅｗ，ｗ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ＨＦ，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ｂｏ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ｎｏｖｅ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中、英文语篇达到了较好的对等一致。

例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ｉｇｈｔａｔｒｉ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７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ｏｕｎｄｅｒ
ｗｅｎｔｈｅａｒｔｖａｌｖ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ｕｒｇｅｒｙ．…

例４为结构式摘要。众所周知，结构式摘要均按
子项来叙述内容，每个子项相对独立，但语篇上又为一

体。例４中Ｍｅｔｈｏｄｓ句，虽然省略了人称代词，采用被
动式，但仍然能实现语篇衔接，且简洁。与例２相比，
同为结构式，但语篇层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例２中
的ＭＥＴＨＯＤＳ，由于需要传递多个不同的信息，故人称
代词起到了较好的衔接作用。因此，我们不赞成国家

标准对人称的使用作任何强制性要求。

２２　语态问题　由于中、英文语体要素上的差异，中
文摘要写作基本上为主动式话语结构，除了间或使用

在汉语中具有被动意义的“由”“予以”等动词之外，纯

粹被动结构较为鲜见。问题集中的焦点是在英文摘要

写作方面。普遍认为，科技论文中被动语态的使用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比较盛行，我国科技期刊英文摘
要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初一直以被动语态为主流。
随着与国际接轨趋势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编辑同人认

为主动语态的表达更为准确，且更易阅读，更能明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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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责任感［１４１５］。此外，还有定量研究证实，科技论

文英文摘要中被动语态达到了滥用的程度［２，１６］。

所谓“态”是有关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表示动作

与施动者之间的关系。鉴于摘要很大程度上主要叙述

的是研究者的客观发现而非本人主观感觉，因而摘要

兼有描述型和叙事型语篇的特点［１７］。

英语中，尽管被动语态的使用远不及主动语态广

泛，但若无必要交代施动者，或为了避免在同一个句子

中出现不同的主语时，使用被动语态往往能取得较好

的修辞效果，使得话语结构紧凑、语篇连贯。例如：Ｆｉｆ
ｔｙｔｗｏ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ｉｖｅｒｉｎｊｕｒｙｗｅｒｅｃｈｏ
ｓｅｎ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ｎ＝２２）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
ｇｒｏｕｐ（ｎ＝３０）。

不仅如此，被动语态还能在语篇中突显主题。例

如：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ｓｃ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目前学术界对摘要写作普遍认为应使用主动语

态，我们认为这样强调的结果会导致语言的僵化和模

式化。如果对于语态的使用也作硬性规定，势必会从

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原先的一律使用被动

语态到目前的一律不使用被动语态。虽然国外文摘使

用被动语态频率低于主动语态，但要注意的是，在结构

式摘要写作中，其分布范围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

“目的”“结论”句采用主动语态，使其在结构上更简

练，表达更为直接，更好地突出动词所表达的内容，其

他项目使用被动语态更为妥当。而对于非结构式，需

要更多地从语篇层面考虑语言表达逻辑上是否清楚、

是否连贯一致，避免冗长和迂回。

３　结束语

　　科技论文摘要写作中，对于人称及语态的定位，既
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更不应人为地设置某些条条

框框。语言是大众的，不是个人的专利产品。对于文

体、语体的研究，其前提是自然语言，正如不同的作家

具有其自身的、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一样，科技期刊中

英文摘要写作也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人称只是一

个语篇标志词，与研究者（作者）的伦理责任不能混为

一谈。语态只是满足措辞行文的需要，能达到交际目

的，完成交际任务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某些观点认为，

国内学者偏爱被动语态，影响了英文摘要的写作质

量［１６］，甚至将国内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纯粹

归咎于写作问题，这一认识显然有失偏颇。我国作者

和编辑，不应片面追求“与国际接轨”和“缩短差距”，

而应注重科技文体语言本身的特征———客观、简洁、明

了，同时注意语言表达的可接受性、得体性和准确性。

除此之外，我们的期刊应在宏观上规定“投稿／作者须
知”，如摘要的类型，避免某些相互矛盾的细节规约。

总之，我们提倡的准则是：说英语要像英美

人；用汉语，则应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提高中英文摘要的水平和我国科技期刊的编辑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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