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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申请书撰写中文献引用的科学与规范

彭羽佳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 芜湖

文献资源的科学及合理使用是科学基金项 目申

请书撰写成功的基础和关键 ,然而 ,在各级各类科学

基金项目申报中 ,并没有统一规范的文献资源引用

标准 。虽然部分项目对申请书的参考文献引用有所

提及 ,但均是一些零散的不系统要求 ,而且基本上都

是对形式的低层次要求 ,如要求附上参考文献 ,或要

求按照次序列出文献 。这不仅造成了申请者引用时

莫衷一是 ,花样百出 ,也影响了项 目评审效率 。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书撰

写中 ,也要求作者在正文第一部分的国内外研究现

状中附上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但对于这些引用文献

的内容和形式也没有过多要求 。笔者单位对科学基

金申请书参考文献的撰写规范较为重视川 ,通过对

众多申请者引用文献疑惑的反思以及对函审专家意

见的整合 ,笔者发现 ,文献资源作为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书撰写的依据 ,巫待规范化和科学化 。这里 ,仅整

理出一些看法 ,借此抛砖引玉 ,以望引起关注 ,共同

推动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 。

沿 ,选题新颖 若申请者的参考文献和该课题都紧密

相关 ,并且理论 、论据和方法是跨学科 、多视角 、多工

具 ,可体现课题研究内容不失偏颇 ,相对客观 ,以及

申请者广博的知识面和进行多学科 、多视角问题研

究的能力 。

另外 ,正确著录的参考文献还体现了申请者的

科学态度 。在填写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时 ,形式与

内容同样重要 ,内容通过形式表现出来 ,没有漏

引 、错引 、过度堆砌并按照正确格式著录的参考文献

会让项目申请书整体上显得干净 、整齐 ,会给评审专

家留下好的印象 。

参考文献在基金项目申报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的主要功能是对著文的佐证 、支持 、检

索 、评价 、预测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川 。著录参考文献

可以反映作者的科学态度并作为其论述内容的科学

依据 ,体现其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

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书撰写中 ,申请者所著录

的参考文献水平和层次体现了申请者所选课题的前

期研究成果现状以及该课题的研究价值 。通过阅览

申请书的参考文献评审专家能发现申请者有没有仔

细查阅其课题的相关最新研究动态 ,该课题的研究

起点和研究深度 、广度以及立项依据是否充分 。申

请书中参考文献也体现了申请者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和时效性 。若申请者著录的参考文献是近几年具有

代表性的成果 ,可以看出申请者的研究领域较为前

参考文献不规范标注的主要问题

文中引用内容和文后标注的参考文献不对

应 。由于申请者写作或编辑不认真 ,或没有正确理

解参考文献 ,对他人观点歪曲引用等原因 ,造成文内

参考文献的序号 、作者名 、引用的内容等与参考文献

不符合 还有在引用参考文献时没仔细阅读整篇文

章 ,没有推敲其理论依据 ,研究方法和结果 ,在未完

全领会原作者观点和思想的情况下随意引用 ,造成

所述观点和参考文献不吻合 ,甚至自相矛盾 。这样

缺乏科学性 、说服力和逻辑性的项 目申请书是不可

能得到评审专家认可和支持的 。

非必要引用或过度集中引用 。是指过度罗

列相关度不高的参考文献或同一观点的参考文献大

量堆砌 。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中 ,参考文献的重要

功能就是学术论证 ,作为申请书的科学理论支撑工

具 。大量罗列相关度不高的文献 ,甚至对无关的参

考文献不加筛选的采用 ,造成了非必要引用 ,影响了

选题的科学和严谨 。

另一个问题就是申请者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

说服力 ,引用了大量相同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文献 ,虽

然篇数众多 ,但表达的内容相似 ,研究方法雷同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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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虽然不小但信息量未增加 ,造成整个申请书信息

密度低下 ,信息覆盖面狭隘 ,也会影响课题的成功

申报 。

漏标参考文献 。是指在整理参考文献中 ,

有的申请者在论述中引用了他人的观点 、论据 ,但却

没有在参考文献中标注相关内容 。一些申请者错误

认为项目申请书不需要像论文那样严格标注参考文

献 ,有的是因为申请者没有仔细审阅自己的项 目申

请书而造成的少标 、漏标 有的是因为申请者为了凸

显自己的观点新颖和独创 ,或为了回避某些对 自己

的观点不利的信息而故意不标注参考文献 ,这些都

是学术不端行为 。这样的项目申请书也常常饱受同

行专家垢病 。申请者只有端正科学态度 ,严格遵守

学术道德规范 ,才能减少这些问题 ,提高项目申请书

的质量 ,提高项 目批准率 。

参考文献的合理引用和正确著录

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书撰写中 ,规范合理地引

用参考文献 ,有利于评审专家准确地从申请书中识

别 、检索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提高申请项 目批准率 ,

既能避免专家的重复劳动 ,又能维护所引用文献的

公正性 ,更能培养申请者的学术规范意识 ,端正其科

研态度 。

端正科学态度 ,培养良好的引用习惯 。在

科学研究中 ,申请者首先要在思想上端正良好的科

学研究态度 ,心存高度责任感 ,尊重他人研究成果 ,

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要重视方式方法 。有些申请者

对文献在申请书中的作用不够重视 ,胡乱堆砌或随

意引用 ,造成评审专家认为其治学不严谨 ,评价结果

显而易见 。在平 日的科学活动中 ,申请者要培养良

好的科研习惯 ,要把对自己启迪和有价值的观点 、理

论 、数据 、材料分门别类记录下来川 ,关注国内外最

新科研热点和动态 ,及时更新研究理论和方法 ,便于

日后撰写项目申请书时对所需文献资料查阅和利

用 。撰写申请书时 ,申请人要秉承求真务实的学术

态度 ,根据原文认真核对 ,保证每篇文献都经过认真

阅读 ,细心筛选 ,对所研究课题均有较高 的参考

价值 。

科学有效地引用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科学研

究最新发展动态 ,体现科学的继承性 ,为项目申报提

供了理论支撑 ,对参考文献的选择要注意以下四个

方面

第一 ,要控制参考文献的数量 ,参考文献要与科

研和学术发展情况相关 ,并非越多越好仁口,要消除文

献数量代表研究水平的错误认识 。一般来说 ,发展

成熟的学科 ,因研究方向专业性强 ,研究历史较长 ,

文献数量较多 而新兴学科 ,其发展历史短 ,研究理

论和方法都不够完善 ,文献数量相对有限 。这要求

申请者在选择文献资源的过程中 ,根据情况调控参

考文献的数量 ,选择精 、专 、深的文献资源 。

第二 ,注重文献资源的质量 。能为申请者的研

究课题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的参考文献应具有权

威性和前沿性两个特点 ,权威性的文献资源指经典

的 、开创性的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献 。这些文献的

作者一般都是公认的专家和学者 ,一般都刊登在各

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威望的期刊上 ,如果选取这些文

献作为参考文献 ,并与申请者研究课题紧密相关 ,显

示了申请者较高的阅读层次和研究水平 ,提高了项

目申请书质量 。前沿性的文献指近 一 年内 ,对所

属研究领域有前瞻性 、观点新颖 、论述独特的文献 ,

如果选择上述文献作参考文献 ,说明申请者对研究

课题的最新动态有所掌握 。

第三 ,合理引用外文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既要

显示国内研究进展 ,还要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动态 。

外文文献的参阅程度反映了申请者对其课题研究现

状全面掌握的程度 ,增加可以立项依据的权威性 。

但有的申请者为了显示其研究紧跟国际前沿 ,全部

采用外文文献 ,对国内同行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视而

不见 ,这同样不会得到评审专家的认可 。

第四 ,准确标注定位参考文献 。有很多申请者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把自己所有的参考文献全部罗

列在正文后面 ,也不标注序号或者排序 ,这不仅给专

家审查带来麻烦 ,也显示出引文的不严谨 ,所以申请

者务必要让阅览者明白引文到底在哪个地方 。目前

有两种规范形式 ,一是对正文后的参考文献按照阿

拉伯数字排序 ,在正文中标示对应数字 二是正文中

以小括号标示作者及文献发表年度 ,正文后以作者

英文首字母顺序标示排序 。

规范准确地著录参考文献 。对于参考文献

的著录规范 ,我国有现行国家标准 一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范 》,这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年

月 日发布 ,并于 年 月 日实施 。它是

一项专门供著者和编辑著录文后参考文献使用的国
家标准 ,并规定了各个学科 ,各种类型出版物的文后

参考文献的著录项 目 ,著录顺序 ,著录用的符号 ,各

个著录项目的著录方法以及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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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法 。只有申请者认识了参考文献的重要性 ,了解

文献著录的原则 ,申请书中论述的文献序号的标注

和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严格执行 一

标准 ,做到序号标注准确 ,每条文献著录项 目齐全 ,

对引用的信息认真核对 ,才能做到规范著录 ,准确应

用 。其实大部分高质量学术期刊在投审稿时已要求

作者采用了这些标准规则 。

巧用软件编辑管理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管

理软件因其功能强大 ,使用方便受到科研人员的欢

迎 。 是一款专门用于科技文章中

管理参考文献数据库的软件 。通过插件可以很方便

地在 文档中插人所引用文献 ,软件自动根据

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 ,并根据指定的格式将引

用的文献附在文章的最后 。如果在文章中间插入了

引用的新文献 ,软件将自动更新编号 ,并将引用的文

献插人到文章最后参考文献中的适当的位置 。这款

软件英文文献兼容性好 ,可随时调整参考文献格式 ,

并可把自己搜集的有价值的参考文献输人到该软件

中 ,方便以后查阅文献 。

另外一种是 文献管理软件 。它在分

析国内外文献管理 、知识管理 、协同工作 、科学社区

等软件功能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科研人员的文化特

点 、使用习惯 ,实现了团队科研协作和个人知识管理

的统一 ,为科研人员提供文献 、笔记 、知识卡片 、实验

记录等资源的便捷管理 ,文献订阅 、参考文献 自动形

成 、电子书自动形成等功能 ,它的核心功能就是帮助

科研人员高效地利用数字文献资源 ,检索并管理所

获得的文献资料 ,在撰写论文时按照不同的期刊格

式自动形成文后参考文献索引 ,这些功能都可以在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时使用 。其他还有一些各

具特色的文献编辑软件在这里不一一赘述 ,申请者

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用 。

文献资源引用的精细化管理

为推动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

规范科研工作者科研行为 ,弘扬严谨规范的科学基

金文化 ,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高对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书中文献引用的重视程度 ,制定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书中参考文献引用规范的细则和规

定 。主要可以从以下 个方面人手 要求正文

中文献序号的标注和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定执行

一 标准 ,解决项目申报书参考文献引

用格式的不统一问题 规定引用文献的数量范

围 ,提升引用质量 ,引导科研工作者对文献进行科学

梳理 ,精简文献 ,合理引导作者自引 原则上限

制引文的出版年限 如 年内 ,当然重大 、经典的文

献除外 。统一的引用标准制定可规范项目申请者的

科研行为 ,提升申请者科学素养 ,培养申请者科研习

惯 ,方便评审专家评阅 ,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进而

彰显与时俱进的深厚科学基金文化 。

参 考 文 献

王立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三级管理体系

构建与实施 中国科学基金 , 。。 , “ 一

王衍 , 陈蓓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范发展趋势探析 图书情

报工作 , , 一

王瑜 提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质量的技巧
决策管理 , ,

牛怀岗 学术论文要科学合理有效地标引参考文献 渭南师
范学院学报 , , 一

李和平 科技论文摘要写作与参考文献著录的探讨 模具工

业 , , 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文

后参考文献著录规范 一

飞,刁勺刁日,人̀,沈月亡︺八厂̀尸

夕 ,

上接第 页

参 考 文 献
幻 孙占峰 ,初鸿 ,郑秋鹅 东北农业大学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管理工作 回顾 中国科学基金 ,
一

〕 陈宜瑜 凝聚合力 ,锐意进取 ,共创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发
展新局面 中国科学基金 , , 一

毛

刀 少 , 孔 九 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