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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引文献对审稿的参照作用

朱　大　明
《防护工程》编辑部，４７１０２３，河南洛阳

摘　要　参考文献可以作为审稿的一个参照系。基于对作者
自引文献合理性的认识，认为论文作者自引参考文献的特征及

其在论文中所起的具体作用，有助于对论文质量水平的鉴审。

还简要论述了鉴审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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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是保证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关键。对论文稿

件评审的原理、方法和手段的探讨在编辑界备受重视。

作为科学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参考文献，能体现作者对

文献调研的详细程度，从而体现论文的起点、深度和广

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作者的科研水平［１］，并为读者提供

了鉴别论文水平的信息［２］；因此，从参考文献入手进行

学术鉴审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３］。参考文献可作为学

术评价的一个参照系，通过参考文献对文稿学术质量进

行评审是可行的［１４］。文献引用包括他引和自引，尤其

是作者自引有其特殊性。作者在一系列研究中，有时会

引用本人已发表的论文；通过审阅，可使我们了解作者

以往的研究情况，这对准确评价其新的研究成果也有很

大帮助［３］。编辑界对参考文献在审稿中的作用已有若

干专题探讨［３５］，但对作者自引文献在审稿中的特殊作

用则未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拟对此作专题探讨。

１　对作者自引文献的理性认识

　　从根本上说，文献的相互引用是由科学发展和研究
活动的规律所决定的；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是客观

存在的；规范地标引和著录参考文献也是学术道德规范

和著作权法所明确规定的。论文一旦经过严格的同行

评审而正式发表就成为“科技文献”这一客观存在的对

象，只要作者遵循参考文献引用的基本原则［６７］，在其著

述中确实有必要引证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内容，并确实起

到学术论证作用，无论自引还是他引都是正常的，都能

体现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而并无本质区别。

为探究作者自引与论文学术影响力的实证关系，

笔者曾对作者职称与其论文参考文献自引量关系进行

随机抽样统计分析，结果［８］发现，随着作者学术地位

的提高，其论文著录的参考文献自引率显著上升。这

是因为：作者职称高，意味着科研资历较长，是学科领

域的骨干力量，已确定了较稳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

向，科研成果积累较多；由于课题研究的连续性、继承

性和相关性，有必要引用以前已发表的文献中有关研

究目的、观点、理论、方法、实（试）验数据或结论等。高

级职称作者自引率较高，反映了作者自引率与学术影响

力的正相关性，说明自引率在表征作者学术影响力方面

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客观性；此外，笔者还通过抽样统计

分析［９］发现，基金项目产出论文的作者文献自引量也明

显大于非基金论文的。如果承认高级职称作者的论文

和基金项目论文的总体质量相对较高的话，也可以从一

个侧面说明自引量是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表征。

一定量的自引是合理的，但过多或单纯的自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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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广度及学术质量表示怀疑；更由于学术失范或某些

功利目的，如为标榜或展示作者已取得的学术研究成

果而增加不必要的自引，或由于自引的方便性和随意

性而未斟酌、精选导致自引过多等。这就需要根据

“合理自引”与“不当自引”的区分标准［１０］，对自引文

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不论自引还是他引，关键是体现在引用动

机和行为中的学术诚信［１１］。在严格规范和求真务实的前

提下，自引与他引一样都是科研著述的必然需要，都是被

引文献学术影响力的客观体现。只要作者在其著述中确

实有必要引用相关文献并确实发挥其学术论证的作用，

都必须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明确而规范地标引和著录。

２　作者自引文献对审稿的参照作用

２１　自引文献的质量和数量特征对审稿的参照作用
１）自引文献量较大且发表年代较早。说明其作者是

在某专业学科领域的资深研究人员，取得较多的创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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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表了较多的论文；但也应注意，由于自引的“便利

性”，作者对自引文献未作认真筛选而随意引用或过度引

用，其研究内容的起点、深度、广度和可靠性值得怀疑。

２）自引文献量占参考文献量的比例很大，他人相
关研究成果很少。说明论文的研究领域、方向或课题

可能是作者主要开创的；但要对同一论题或相关论题

的文献进行检索，看相关文献是确实很少，还是作者广

泛搜集、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能力有限或信息源缺乏，

应该引用的他人文献而未引用。

３）自引文献发表或出版年代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文献论题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作者的研究领域或研

究方向比较稳定，研究课题具有连续性，取得了系列性

创新成果，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４）作者自引文献是在国际或国内权威性的专业
期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或是作者出版的学术专著。

说明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过较重要的或系统的研

究成果，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５）论文参考文献中既有作者自引文献又有一定数量
的他引文献，尤其是国内外权威性期刊文献。表明作者

在此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建树，并较全面掌握着该研

究领域的学术动态，选题视野开阔，具有创新性或前瞻

性，整体研究水平起点可能较高，并避免了重复性工作。

２２　自引文献的引证实效对审稿的参照作用
１）在研究性论文中，自引文献在引言中作为研究背

景叙述，或在指出自引文献的问题或局限性的前提下提

出本文论题。说明论文是作者在自己以前研究基础上取

得的新成果。如果自引文献是在国内外权威性期刊发表

的论文，或是作者的学术专著，并将自引文献的观点、理

论、方法、实（试）验数据或结论等作为论据时，可认为自

引文献为论文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依据，可靠度较高。

２）在综述型论文中有数量较多的作者自引文献。
说明作者对此学科领域比较熟悉，有一定的实际研究

经验，综述的质量水平较高；反之，如果综述论文只有

很少甚至没有自引文献，说明作者在此研究领域或方

向未作过专题研究。

３）在针对他人文献内容展开分析、评价、质疑或
商榷的评论型论文中，有一定的自引文献。说明作者

对此论题或研究领域比较熟悉，亲自做过一些研究，提

出的观点往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４）论文作者针对自引文献的论题或其中的观点、
见解、论断或研究方法、结果、结论等存在的问题、缺陷

或局限性，以新的方法、视角或更加充分的论据和更加

严密合理的论证，对其进行更深入广泛的研究：或发表

新的阐述，或进一步证明其可靠性、正确性，或发掘其

新的学术价值和推广应用价值，或进行适当的修正、补

充。这说明作者科研态度严谨，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且

有新的进展，论文具有学术创新意义。

５）自引文献与论文的论题缺乏相关性，或未起到必
要的论据或对比分析的作用。说明自引为无效引用，可

以推测，作者是为了标榜自己曾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以

期在审稿人、编辑及读者心目中树立学术威信而“不当

自引”，或为提高个人学术影响因子的计算量值而罗列

“自引文献”。此属违背学术诚信原则的引文失范行为。

６）对论文中大段或大篇幅的作者文献自引。此
时要注意将文稿与自引文献内容进行仔细的对照分

析，重点鉴审论文是否有明确的创新点，看是否是将已

发表文献拼凑、组合甚至变相重复发表。

３　结论

　　学术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作者自引有其必然性和合
理性，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论文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

响力；因此，作者自引文献的质量和数量特征可作为论

文稿件鉴审的参照。但其基本前提是，自引文献在文稿

中确实发挥了学术论证的作用和实效，引文具有相关

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更须明确的是，自引文献只能

为审稿提供某些参考，关键是要对论文本身的创新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或学术交流价值作深入具体的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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