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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年来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纵向观察与横向比较

———基于 ＣＮＫＩ 文献计量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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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１９８１ 年以来 ４０ 年间，我国学术规范研究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 利用 ＣＮＫＩ 文献数据

库，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学术规范研究进行纵向观察，可以发现：我国 ４０ 年的学术规范研究走过了一个类

似缓进—快升—辉煌—回落的过程。 在七个专项研究中，学术编辑规范研究成果最多且影响也最大；而学

术伦理规范、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规范建设等六个专项的研

究由于成果数量占比渐次变小，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也依次渐弱。 通过专项研究的分析可见：４０ 年间学术

规范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学术道德、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术腐败等方面，而其余各个不同专项研究的

热点略有不同，其研究热点的排序也随之相应有异。 通过横向比较可见：从研究发展过程看，虽目前学术

编辑规范研究的发展力度最为强劲，但其发展势头已处于下降趋势；从成果数量看，最受学术界关注的是

学术编辑规范和学术伦理规范研究；从研究的起始年份看，学术研究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写作规范、
学术编辑规范研究的形成期较早；从成果最多年份看，学术规范建设研究成果最多年份出现得最早；从成

果的高值数额看，当年内成果数额最高的是学术编辑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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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实践活动中所形成

的被人们公认的行为规则。［１］ 关于学术规范研究，
４０ 年来，深受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
少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门论述，其精彩观

点值得总结、梳理。 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认为，学
术规范问题，是过去十几年经常引起国内学术界讨

论的一个话题，也是经常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问题。［２］武汉大学顾海良教授认为，学术规范是一

项系统工程。［３］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认为，推进学

术自由，破除官本位，建立学术规范是大学改革最

重要的内容。［４］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年，４０ 年来我国学术规范研究取

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对其进行纵向观察和横向比

较，可以厘清研究发展的过程及趋势，掌握研究不

同专项间的关联关系，探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
而更好地把握研究未来突破的潜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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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观察：学术规范研究的

基本趋势与专项分布　

　 　 规范通常是指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 学术

规范，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的进行学术活动的基

本规则，是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学术活动

的基本准则。 总体观察我国 ４０ 年来的学术规范研

究，旨在宏观了解此一时段学术规范研究的总体情

况；通过专项分析，认识我国 ４０ 年来学术规范研究

领域的主要构成和占比情况。
（一）学术规范研究状况的数据采集

学术规范不仅涉及学术研究的全部过程，还涉

及学术活动的各个方面。 多数学者公认，学术规范

主要包括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

规范、学术伦理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编辑规

范、学术规范建设七个方面。
表 １　 基于 ＣＮＫＩ 的学术规范研究的成果数据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年份

学术

研究

规范

学术

评价

规范

学术

批评

规范

学术

伦理

规范

学术

写作

规范

学术

编辑

规范

学术

规范

建设

合计 １

１９８１ ６ ０ ２ ０ １ ４ ０ １３

１９８２ ５ ３ １ ６ ０ ２ ０ １７

１９８３ ５ ３ ２ ６ ０ ９ ０ ２５

１９８４ １ ２ ０ １１ ３ １３ ０ ３０

１９８５ ２ ９ ０ ５ １ ２４ ０ ４１

１９８６ １ ４ ０ １８ ０ ２６ ０ ４９

１９８７ ５ ４ ３ ２４ ４０ ２７ ０ １０３

１９８８ ９ ６ ５ １７ １８ ４３ １ ９９

１９８９ １３ ５ ３ １６ １３ ４０ ０ ９０

１９９０ ３ ２０ ３ ２２ １４ ６０ ０ １２２

１９９１ １０ ９ ９ ２７ ８ ８０ ０ １４３

１９９２ １０ １０ ９ ２３ ５ ７７ ０ １３４

１９９３ ６ １１ ５ ２２ １９ ８５ ０ １４８

１９９４ １２ １３ ４ ４６ ２１ １３１ ０ ２２７

１９９５ ２４ １９ １２ ７６ １９ １５２ １ ３０３

１９９６ ２０ ２７ ９ ８１ ４４ １８１ １ ３６３

１９９７ ２４ ２９ １６ ７４ ４０ １９１ ４ ３７８

１９９８ ３５ １７ ２９ ７７ ４３ １６６ ７ ３７４

１９９９ ４２ ３０ ２８ ８９ ２５ ２１０ ６ ４３０

２０００ ７６ ４７ ５５ １１１ ４４ ３０６ ７ ６４６

２００１ ７３ ７５ ７８ １７３ ３７ ３８０ ２２ ８３８

年份

学术

研究

规范

学术

评价

规范

学术

批评

规范

学术

伦理

规范

学术

写作

规范

学术

编辑

规范

学术

规范

建设

合计 １

２００２ １０３ ７１ ７０ ２４３ ３２ ４５４ ３８ １ ０１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２ ９７ ９７ ２７１ ３０ ５０６ ３３ １ １３６

２００４ １３６ ９１ ９２ ２７６ ３０ ６７５ ４３ １ ３４３

２００５ １８２ ８７ １２３ ３１３ ３４ ７５７ ５７ １ ５５３

２００６ ２２０ １４６ １０６ ４２６ ４１ ９７７ ７０ １ ９８６

２００７ １９８ １３６ ９７ ６２３ ６２ １０１３ ５０ ２ １７９

２００８ １９０ １３２ １２１ ７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７４ ３２ ２ ３６８

２００９ ２２８ １９４ １２９ ８６６ １３８ １ ０１１ ４６ ２ ６１２

２０１０ ２７５ ２０６ １２３ １ ０９９ １６０ １ ２１３ ６７ ３ １４３

２０１１ ２４４ ２１２ １０３ １ １５５ １９８ １ ３０９ ５１ ３ ２７２

２０１２ ３０７ ２１９ ８８ １ ２１１ ２１５ １ ３１２ ２９ ３ ３８１

２０１３ ３００ ２０８ ８８ １ ２２１ ２８９ １ ４２９ ３０ ３ ５６５

２０１４ ３４８ ２４９ ７７ １ ２７７ ３１５ １ ５２８ ２０ ３ ８１４

２０１５ ３５５ ２９３ ８１ １ １８２ ２３８ １ ４５４ ２４ ３ ６２７

２０１６ ３６０ ２７５ ７４ １ ０８２ ２０４ １ ６７８ ２０ ３ ６９３

２０１７ ３８３ ２９７ ５９ １ ０５７ １９９ １ ９５９ １７ ３ ９７１

２０１８ ３３３ ２２９ １２７ ９６２ ２１６ １ ８５８ ２１ ３ ７４６

２０１９ ３１５ ２０９ １０５ １ ０６４ ２２２ １ ７７４ ２５ ３ ７１４

２０２０ ３１７ １６７ ５３ ８７７ ２４６ １ ６３４ ２０ ３ ３１４

合计 ２ ５ ２７８ ３ ８６１ ２ ０８６ １６ ８４０ ３ ３７２ ２５ ８２２ ７４２ ５８ ００１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年，我国学术规范相关研究收获

了相当数量的成果。 本文利用 ＣＮＫＩ 文献数据库，
对于报刊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及会议论文等学术规

范研究成果进行专项情况统计和年份情况统计，结
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的学术规范数据，是指关于学术规范包

括学术范式、学术规则和学术规矩的研究成果数

据，该成果数据是对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基于文献

计量的总结，也是我国学术规范研究基本状况的直

观反映。
统计结果显示：４０ 年来，我国学术规范研究共

收获了 ５８ ００１ 篇研究成果。 其中，学术研究规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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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５ ２７８ 篇，学术评价规范成果 ３ ８６１ 篇，学术批

评规范成果 ２ ０８６ 篇，学术伦理规范成果 １６ ８４０
篇，学术写作规范成果 ３ ３７２ 篇，学术编辑规范成

果 ２５ ８２２ 篇，学术规范建设成果 ７４２ 篇。
（二）学术规范研究趋势的发展变化

所谓纵向观察，是指从时间角度观察某一事物

发展过程的分析方法，也即是按时间顺序观察研究

对象发展过程的一种方法。 学术规范研究发展过

程的纵向观察，则是按照研究成果发表的年份分布

观察其发展过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情况。

观察学术研究发展过程的具体办法，是通过对

学术研究有关指标的各个年份对最初年份或上一

年份变化趋势的分析，观察其发展变化态势，寻找

其发展变化规律，探寻其发展变化推力。
４０ 年来，我国学术规范研究成果从 １９８１ 年的

两位数，到 １９９０ 年的三位数，再到 ２００２ 年的四位

数，直到 ２０１７ 年登顶后的下降，走过了一个类似缓

进—快升—辉煌—回落的全过程。 图 １ 反映了学

术规范研究从 １９８１ 年到 ２０２０ 年的基本发展过程。

图 １　 学术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三）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专项分布

根据学术规范研究的基本内涵，对包括学术研

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写作规

范、学术伦理规范、学术编辑规范和学术规范建设

七个专项的研究，进行占比比较分析，可以大体弄

清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基本结构。
在我国所有学术规范研究成果中，学术编辑规

范研究的成果数量占比最大，为 ４４％；其次是学术

伦理规范的成果数量，占比为 ２９％；再次是学术研

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写作规范的成果数

量，占比分别为 ９％、７％和 ６％；最后是学术批评规

范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成果数量，占比分别为 ４％ 和

１％。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学术规范研究的专项分布及占比情况

　 　 图 ２ 清晰地表明，在学术规范研究中，由于学

术编辑规范的研究成果数量占比最大，其在学术界

的影响也最大；学术伦理规范、学术研究规范、学术

评价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规

范建设专项由于研究成果数量占比逐渐变小，其在

学术界的影响也依次渐小。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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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项观察：学术规范研究的

专项趋势及相关热点　

　 　 学术规范研究的专项趋势，指的是学术规范研

究中各个专项研究的发展动向。 通过各个专项趋

势的分析，可以探明学术规范研究不同侧面的发展

概况，了解学术规范研究的内在关系和存在的问

题，以及相互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基本状况。 经观

察分析，在学术规范研究中，热点主要集中在学术

道德、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术腐败等方面，而不

同专项研究的热点略有差异，其研究热点的排序也

相应有所不同。
（一）学术研究规范研究的专项观察及相关热

点

学术研究规范研究，是学术规范研究最重要的

构成部分，对其作基本纵向观察也是学术规范研究

总体纵向观察的最重要构成部分。
我国学术研究规范研究，按时间顺序纵向来

看，４０ 年间大致经历了从缓慢成长（１９８１—１９９４）
到波动强化（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再到突破回落（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三个成长阶段，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学术研究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４０ 年来，我国学界对学术研究规范的关注和

研究起点较早，成果较早的是高鲁山等 １９９２ 年发

表在《编辑学报》第 ３ 期上的《论科技期刊论文的

参考文献》 ［５］，主要探讨科技期刊研究论文的参考

文献著录等规范问题。
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研究规范研究成果

是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 ２００５ 年发表在《云梦

学刊》 上的 《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

述》 ［６］。 另有不少专论成果，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如山东社会科学院王振海研究员撰写的《学术研

究规范化探讨》 ［７］，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撰写的

《也谈学术规范、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 ［８］。
在我国，学术研究规范研究中产出成果最多的

年份是 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８６４ 篇成果，表明我国学术研

究规范相关研究，成熟于 ２０１６ 年前后。
对于学术研究规范的探讨，我国学者关注的热

点除参考文献著录规范外，有：学术道德、学术自

由、学术论文、学术期刊、学术创新等。
（二）学术评价规范研究的专项观察及相关热

点

同学术研究规范研究一样，学术评价规范研究

也是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４　 学术评价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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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国的学术评价规范研究，按时间顺序纵

向地看，４０ 年来大体经历了三个成长阶段，从初期

酝酿（１９８１）到逐步发展（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再到振荡

回落（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如图 ４ 所示。
４０ 年来，我国学术评价规范研究成果，早期代

表是 １９８２ 年发表在《科研管理》第 １ 期上的《科研

课题综合评价模式初探》 ［９］和同年发表在《科技管

理研究》第 ６ 期上的《科研成果的基本概念和定量

评价》 ［１０］。 两文主要讨论科研课题的基本概念、评
价模式和定量评价等规范性问题。

在学术评价规范研究成果中，影响较大的是南

京大学苏新宁先生 ２００８ 年发表在《东岳论丛》第 １
期上的《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１１］

和南京大学叶继元教授 ２０００ 年发表在《南京大学

学报》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讨》 ［１２］。

在学术评价规范研究中，成果最多的年份是

２０１７ 年，共有 ２９７ 篇成果。 表明我国学术评价规

范相关研究，成熟于 ２０１７ 年前后。
在学术评价规范探讨中，我国学者主要关注的

热点有：核心期刊、定量评价、定性评价、评价体系、
综合评价等主题。

（三）学术批评规范研究的专项观察及相关热

点

毋庸置疑，学术批评规范研究也是学术规范研

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国学术批评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４０ 年来

大致经历了三个成长阶段，即慢速发展（１９８１—
１９９４）、 快 速 增 长 （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 和 波 动 回 落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三个阶段，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学术批评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４０ 年来，较早研究学术批评规范的是俞兆鹏

１９８１ 年在《学术月刊》第 ５ 期上发表的《章学诚的

治学思想》 ［１３］一文，该文从八个方面探讨了章学诚

独创的文史校雠学，以及其主张的史学经世和强调

的“史德”“史意”等问题。
在我国学术批评规范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

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 ２００２ 年发表在《社会科学

论坛》第 ６ 期上的《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

理———关于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 ［１４］。
另外尚有不少学术批评规范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影

响力，如宣城职业技术学院詹先明副教授撰写的

《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规范、学术批评与学术创

新》 ［１５］，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撰写的《批评的伦理与

学术的规范》，［１６］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德
克萨斯 Ａ＆Ｍ 大学助理教授王笛撰写的《学术规范

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 ［１７］ 等论

作。

关于我国学术批评规范的研究，成果最多的年

份是 ２００９ 年，共有 １２９ 篇成果。 显示了我国学术

批评规范相关研究，成熟于 ２００９ 年前后。
在学术批评规范探讨中，我国学者主要关注的

热点依次有：学术道德、学术腐败、学风建设、学术

失范、学术不端、学术权力等。
（四）学术伦理规范研究的专项观察及相关热

点

与其他学术规范研究纵向观察相比，学术伦理

规范研究强势了一些，是 ４０ 年来学术规范研究中，
可谓“最热”的一个领域，当然学术伦理规范同样

是学术规范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学术伦理规范研究，按时间顺序纵向来

看，４０ 年来经历了从艰难起步（１９８１—１９９３）到慢

速成长 （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再到快速发展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４）然后到曲折回落（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四个成长阶

段，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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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学术伦理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在 ４０ 年间我国学术伦理规范研究中，较早关

注学术伦理问题的是医疗卫生系统，贝央 １９８２ 年

发表在《医院管理》第 １２ 期上的《天津市召开首届

医学伦理道德学术讨论会》报道了该系统在学术

伦理会议上讨论的观点。［１８］

在学术伦理规范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成果是中

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 ２００２ 年发表在《社会科学论

坛》第 ６ 期上的《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

理———关于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 ［１４］。
另有一些专论也具有一定影响，如罗志敏撰写的

《大学学术伦理规制：内涵、特性及实施框架》 ［１９］，
林汉枫、贾晓燕等合著的《重视学术伦理是期刊编

辑义不容辞的责任———〈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初探 ＣｒｏｓｓＣｈｅｃｋ 的工作模式和规范标准》 ［２０］。

在我国学术伦理规范研究中，发表成果最多的

年份是 ２０１４ 年，共有 １ ２７７ 篇成果。 表明我国学

术伦理规范相关研究，成熟于 ２０１４ 年前后。
在学术伦理规范探讨中，我国学者主要关注的

热点依次有：学术道德、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学术

失范、学术自由、教育伦理学等方面。
（五）学术写作规范研究的专项观察及相关热

点

与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

范、学术伦理规范、学术规范建设等相比，学术写作

规范研究的发展处于中游，当然，学术写作规范同

样是学术规范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术写作规范研究，按时间顺序纵向

看，４０ 年来经历了从艰难起步（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到慢

速成长 （ １９８７—２０１４）， 再到回调攀升 （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三个成长阶段，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学术写作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４０ 年来，我国学术写作规范研究较早出现的

学术成果是曾芳文 １９８４ 年发表在《人民司法》上

的《要注意词语的准确用法》 ［２１］，主要探讨如何正

确使用法律用语以及克服词不达意等用词规范问

题。
在学术写作规范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是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科版）主编张积

玉教授 ２００１ 年发表在《文史哲》第 １ 期上的《学术

规范体系论略》 ［１］。 另有一些专论也具有一定影

响，如《燕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王建青撰写的《科技

论文写作课程在研究生教学中的作用》 ［２２］，华中师

范大学马蓉和北方民族大学秦晓晴合写的《学术

写作中文本借用与写作质量之间的关系》 ［２３］。
我国关于学术写作规范的研究，发表成果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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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份是 ２０１４ 年，有 ３１５ 篇成果，显示出我国学术

写作规范相关研究，成熟于 ２０１４ 年前后。
在学术写作规范探讨中，我国学者主要关注的

热点依次有：论文写作、学术英语写作、科技论文摘

要、格式规范等。
（六）学术编辑规范研究的专项观察及相关热

点

学术编辑规范研究，亦是学术规范研究中最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于我国学术编辑规范研究，按时间顺序纵向

来看，４０ 年来经历了从缓慢成长（１９８１—１９９３）到

平稳发展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再到曲折攀升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然后到登顶回落（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四个成长阶

段，如图 ８ 所示。
关于我国的学术编辑规范研究，４０ 年来较早

出现的成果是 １９８１ 年发表在《新闻战线》第 ８ 期

上的《语言规范化的重大社会意义》 ［２４］，主要探讨

民族语言规范化及其社会意义问题。

图 ８　 学术编辑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在学术编辑规范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成果主要

有：《山东医药》编辑部庞海波 ２０１１ 年发表在《编
辑学报》第 ２ 期上的《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对学术不

端行为的认识误区与防范策略》 ［２５］，《新华文摘》
编辑部刘永红编辑 ２０１６ 年发表在（《现代传播》中
国传媒大学学报）第 ２ 期上的《关于学术出版的几

点思考》 ［２６］，《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编辑部孙昕光编辑发表在《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上的《学术

不端行为与学报编辑策略》 ［２７］等。
关于我国学术编辑规范的研究，成果最多的年

份是 ２０２０ 年，有 ９５ 篇成果。 表明我国学术编辑规

范相关研究，还正处于成长期。
对学术编辑规范的探讨，我国学者主要关注的

热点依次有：期刊编辑、学术期刊、学术腐败、学术

不端、学术失范、编辑美学、学术出版等。
（七）学术规范建设研究的专项观察及相关热

点

与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

范等一样，学术规范建设也是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 ９　 学术规范建设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关于我国学术规范建设的研究，按时间顺序纵

向看，４０ 年来经历了三个成长阶段，即从初期酝酿

（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到艰难成长（１９８８—２００１），再到强

势波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然后到回落企稳 （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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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如图 ９ 所示。
４０ 年来，在我国的学术规范建设研究中，较早

的成果是 １９９２ 年发表在《青年研究》第 ３ 期上的

《青年研究的学科规范及其建设》 ［２８］，主要探讨有

关青年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规范建设问题。
在学术规范建设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

要有华南师范大学王金红教授 ２００７ 年发表在《同
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３ 期上的《案例研究

法及其相关学术规范》 ［２９］，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

授 ２００５ 年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第 ３ 期上的《学
术不端行为：概念及惩治》 ［３０］等成果。

关于对学术规范建设的研究，成果最多的年份

是 ２００６ 年，共有 ７０ 篇成果。 由此显示，我国学术

规范建设相关研究，成熟于 ２００６ 年前后。
在学术规范建设的研究中，我国学者主要关注

的热点依次有：引文规范、注释规范、学术评价、学
术道德、学术不端、学术创新、学术失范等。

三、横向比较：学术规范各专项

研究之间的对比分析　

　 　 横向比较，是指对同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

物所作的比较。 学术规范研究的横向比较，则是针

对学术规范研究中七个专项之间进行的相互比较。

通过横向比较，即可了解在我国学术规范研究中，
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

写作规范、学术伦理规范、学术编辑规范、学术规范

建设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和

各自影响。
（一）学术规范研究的发展过程比较

就目前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发展程度考察，排
位最前的是学术编辑规范研究，学术批评规范研究

次之，其他依次是学术研究规范研究、学术写作规

范研究、学术评价规范研究、学术伦理规范研究、学
术规范建设研究。 就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学术

规范研究中，学术伦理规范的研究发展势头最强，
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次之，较低的是学术

编辑规范和学术规范建设。 就最近趋势来看，学术

规范研究中，只有学术写作规范、学术编辑规范的

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其他均处于下降过程中，如 １０
图所示。

上述情况表明：在学术规范研究中，虽目前发

展力度最强劲的是学术编辑规范研究，处于上升趋

势的有学术研究规范、学术写作规范的研究，但其

余的学术评价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规范建设，
包括发展强劲的学术编辑规范、学术批评规范研

究，全都处于下降趋势中。

图 １０　 学术规范研究的各专项发展走势比较（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二）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计量比较

从已发表的成果总量来看，４０ 年来，我国学术

规范研究中，学术编辑规范的研究成果最多，高达

２５ ８２２ 篇；学术伦理规范次之，有 １６ ８４０ 篇；接下

来是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写作规

范，分别有 ５ ２７８、３ ８６１ 和 ３ ３７２ 篇；最后是学术批

评规范和学术规范建设，成果总量比较小，分别只

有 ２ ０８６ 和 ７４２ 篇。 结果表明，在学术规范研究

中，最受学术界关注和追捧的是学术编辑规范和学

术伦理规范，其他依次是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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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规范建

设，如表 ２ 所示。
从表 ２ 可以得知：在我国学术规范研究中，最

为学术界所重视的是学术编辑规范，其关注的程度

在学术规范研究中遥遥领先，甚至远远高于排序第

三到第七的总和。 最不被学术界重视的是学术规

范建设，个中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
表 ２　 学术规范研究的成果总量比较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排序 学术规范 成果总量 ／ 篇

１ 学术编辑规范 ２５ ８２２

２ 学术伦理规范 １６ ８４０

３ 学术研究规范 ５ ２７８

４ 学术评价规范 ３ ８６１

５ 学术写作规范 ３ ３７２

６ 学术批评规范 ２ ０８６

７ 学术规范建设 ７４２

　 　 （三）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起始年份比较

从起始年份来看，在我国学术规范研究中，学
术研究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编

辑规范 ４ 项研究成果都始于 １９８１ 年；其次是学术

评价规范和学术伦理规范，都始于 １９８２ 年；起始年

份较晚的是学术规范建设，始于 １９８８ 年，如表 ３ 所

示。
表 ３　 学术规范研究的成果起始年份比较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排序 学术规范 起始年份

１ 学术研究规范 １９８１

２ 学术批评规范 １９８１

３ 学术写作规范 １９８１

４ 学术编辑规范 １９８１

５ 学术评价规范 １９８２

６ 学术伦理规范 １９８２

７ 学术规范建设 １９８８

　 　 由表 ３ 不难看出：在我国学术规范研究中，学
术研究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编

辑规范的形成期较早，其次是学术评价规范、学术

伦理规范，而学术规范建设的形成期相对较晚。
（四）学术规范研究成果最多的年份比较

从成果最多年份来看，在我国学术规范研究

中，学术规范建设研究成果最多年份出现得最早，
是 ２００６ 年；其次是学术批评规范，其研究成果最多

年份出现在 ２００９ 年；接下来是学术伦理规范和学

术写作规范，其研究成果最多年份都是 ２０１４ 年；再
下来是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编辑规

范，其研究成果最多年份均是 ２０１７ 年，如表 ４ 所

示。
表 ４　 学术规范研究的成果最多年份比较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排序 学术规范 成果最多年份

１ 学术规范建设 ２００６

２ 学术批评规范 ２００９

３ 学术伦理规范 ２０１４

４ 学术写作规范 ２０１４

５ 学术研究规范 ２０１７

６ 学术评价规范 ２０１７

７ 学术编辑规范 ２０１７

　 　 由表 ４ 可以得知：在我国学术规范研究中，学
术规范建设研究的成熟时间较早，其次是学术批评

规范研究，再次是学术伦理规范研究和学术写作规

范研究，而学术研究规范研究、学术评价规范研究、
学术编辑规范研究的成熟期相对较晚。

（五）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髙值数额比较

表 ５　 学术规范研究的成果髙值数额比较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

排序 学术规范 髙值数额 ／ 篇

１ 学术编辑规范 １９５９

２ 学术伦理规范 １２７７

３ 学术研究规范 ３８３

４ 学术写作规范 ３１５

５ 学术评价规范 ２９７

６ 学术批评规范 １２９

７ 学术规范建设 ７０

　 　 从发表成果的髙值数额来看，在我国学术规范

研究中，当年内成果数额最高的是学术编辑规范研

究，其研究成果髙值数额为 １ ９５９ 篇；其次是学术

伦理规范研究，其研究成果髙值数额为 １ ２７７ 篇；
接下来是学术研究规范研究、学术写作规范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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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规范研究，其研究成果髙值数额分别为

３８３ 篇、３１５ 篇和 ２９７ 篇；研究成果髙值数额较低的

是学术批评规范研究和学术规范建设研究，其研究

成果髙值数额分别为 １２９ 篇和 ７０ 篇，如表 ５ 所示。
由表 ５ 可以得知：在我国学术规范研究中，学

术编辑规范的当年内成果数额最高，其热度对学者

和学界的影响较大。 其他依次是学术伦理规范、学
术研究规范、学术写作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评

价规范、学术规范建设，其热度对学者和学界的影

响也呈依次降低趋势。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４０ 年来，我国关于学术规范研究的兴起及其

广泛开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空前活跃、科
研事业快速发展的实践所推动的，同时也与国际范

围内学术规范研究的思潮密切相关。 十年浩劫之

后，我国的学术研究、学术写作、学术出版以及与之

相关的学术评价、学术评审、学术考核等突然间成

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由此学术活动中的各种不

规范甚至违规乃至腐败的问题相继出现，引起学术

界关注和社会重视，于是学术界开始对学术规范的

研究，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乃

至各高校、科研单位也先后出台文件规范学术活

动。 与此同时，不少高校还开设有关学术规范专题

讲座甚至专门课程，举办学术讨论会，国家、省部及

厅局等科研基金设立专项课题，支持研究。 总之，
学者们撰文出书、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都讲究、追
求学术规范，随之，也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学术规

范研究的热潮，从而促进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涌

现；而大量研究成果的涌现，也为规范我国各项学

术活动的健康开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进一步推

动这一重要学术领域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从各个

角度对 ４０ 年来学术规范研究进行总结、分析，显得

十分必要和重要。 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缘由、初
衷。 然而，由于技术等条件限制，本文内容并未涉

及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的有关学术规范的文件，
亦未包括国家、省部等各种课题研究报告等成果。
在此，特对有关问题做一说明、补充或强调，以供同

行方家参考。
（一）说明：关于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文献计

量分析结果

上述分析，主要是基于 ＣＮＫＩ 数据进行的计量

分析，没有包括专著类研究成果，其结果是在只考

察了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而未考虑其

他类型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得出的。 由此，本文虽然

在相当大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学术规范研究发展的

过程及其特点，但因所取样本的局限，仍难以做到

对我国 ４０ 年来学术规范研究状貌作整体反映。
（二）不足：关于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数据检

索与计量

本文中研究成果的数据，是在主题条件下，以
“学术研究”“学术评价” “学术批评” “学术伦理”
“学术建设”“学术写作”“学术编辑”及其同义词、
近义词加上“规范”进行检索的，被检索成果的篇

名、摘要、关键词之一中如果没有出现上述检索词，
就会被误检或漏检，造成计量数据的扩大或缩小。
比如，学术写作规范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学术写作

或规范往往不同时出现在篇名、摘要、关键词合集

中。 由此，关于我国学术规范研究成果计量的结果

是相对缩小后扩大的，整体上对分析结果或许会有

某些影响。
（三）提示：关于我国学术规范研究中最有影

响的成果

在专项观察中，最有影响或影响较大成果，是
指同类成果中被引次数最多或次多的成果。 这种

影响，不代表该成果是被同行专家广泛认可的，只
表明该成果在学界受到相对较多的关注。

（四）补充：关于我国学术规范研究的学术专

著

我国学者关于学术规范的研究除大量报刊论

文及学位论文外，出版的学术专著数量亦不少。 据

不完全统计，仅 ４０ 年来就达到 ３．４ 万种。 这些研

究专著，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研究生教育类专

著［３１－３４］，主要探讨论文写作及相关学术规范问题；
另一类则是学科学术规范及基础学术规范研究专

著［３５－４１］，主要探讨某一学科相关学术规范及基础

学术规范问题。 由于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ＣＮＫＩ，而
ＣＮＫＩ 不包含专著数据；而作为学术规范研究重要

成果形式的学术专著的缺席，导致本文分析研究结

果存在一定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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