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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过度自引问题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上海大学 周建

期刊自引是指期刊上刊载的文章引用本期刊之前刊载的

文章的一种现象，它一般可以代表期刊对某一领域研究的持

续关注和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超出合理范围内的期刊自引即

为期刊过度自引。过度自引行为主要包含期刊过度自引和作

者过度自引两种行为，主要是指作者或期刊编辑为扩大自身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所发表或所刊载的文章中刻意引用作

者自己之前发表的或期刊之前刊载的研究成果。由于各学科

的研究情况和学科自身特点不同，具有复杂性和情境性。过

度自引问题，目前仍没有形成通用的硬性指标规定来评判某

作者或期刊是否出现了过度自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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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和及时性，我国的科研水平逐步

与国际水平接轨，科研成果获得国际上更多的认可，我国期

刊上刊载的文章被其他国际核心期刊文章引用的次数也在逐

渐提高。然而，近年来，多起学术恶性造假事件和期刊过度

自引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操纵影响因子行为

中的一种，期刊过度自引的不良影响相对较小，且难以辨别

是否是期刊编辑或工作者的刻意行为，因而并未被纳入学术

不端行为的范围内。但随着我国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工作的

不断深入，对过度自引这类学术失范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制

定相关标准规范，已经变得日益迫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SCI）数据库是国际公认的核心期刊库之一，分析其收

录期刊存在的自引情况，对我国期刊库加强监管期刊过度自

引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笔者以 SSCI 库管理学期刊为

例，基于 2008-2012 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的引文报告数据，针对期刊影响因子这一国内外

公认的学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运用回归分析、相关性分

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对 SSCI 库中管理学期刊自引现象进行研

究，并基于这些分析结果，为我国相关部门的学风建设工作

给出政策建议。

一、SSCI 库期刊过度自引现状分析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 Garfield（加菲尔德）于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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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的期刊影响因子，是国内外公认的学术期刊评价的重

要指标之一，其计算方式为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

年被某一范围内文献引用的数量与该期刊前两年刊载论文总

数之比。与期刊影响因子相对应的另外一个重要期刊评价指

标是去掉自引后的影响因子，即在被引次数中排除期刊自引

的部分。上述两种评价指标虽然计算方式有所差别，但期刊

发表文章数量（即影响因子的分母）和总引用次数（即影响

因子的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许多期刊引证报

告并未充分考虑期刊过度自引问题。然而，通过对 SSCI 库管

理学期刊 2008-2012 年所有期刊平均自引率的相关分析，发

现年平均自引率随年份而上升，呈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在没有刻意过度自引的情况下，同一学科的

期刊在两种影响因子计算方式下的排名不会有较大的变化。

然而研究发现，在 2008-2012 年期间，SSCI 库中管理学期刊

排名变化（即去掉自引后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序数的变化值）

的中位数从 1变化为 2，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排名变化

的平均数不变的情况下，中位数的明显变动往往意味着更多

的期刊在去掉自引后，影响因子排名下降较为明显。其中，

2008 年变化幅度的最大值是下降 39 名（占期刊总数的

43.8%），而 2012 年下降 95 名（占期刊总数的 54.6%），说明

某些期刊确实存在过度自引现象。

考虑到某些期刊可能因为出版会议文献和较多的文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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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等特殊情况，使得个别年份的自引率较大，因此重点分析

了在 2008-2012 这五年间有两年出现去掉自引后影响因子排

名下降大于 10 的期刊。统计得知，此类期刊共有 24 种，其

中有 4 年出现排名变化较大的期刊有 1 种，有 3 年出现过这

种情况的期刊有6种。这些期刊的5年平均自引率都高于40%，

存在明显的过度自引行为。

此外，从理论上考虑，新入库的期刊由于创刊较晚、学

术影响力传播速度有限等问题，往往会比早入库的期刊更容

易出现较多的自引，故对排名变化较大的期刊是否为新期刊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发现，在 2008-2012 年间，新期刊

入库后有两年出现去掉自引后影响因子排名下降大于 10的平

均比率为 16.8%，同时新期刊占出现该现象的所有期刊的平均

比率只有 23.8%，其余的期刊都是更早入库的期刊。因此并不

存在自引较高的新期刊拉低原有期刊自引率的情况。这个结

论也进一步揭示了 SSCI 库内期刊自引普遍增多，并且存在部

分期刊过度自引来提高期刊影响因子，试图扩大期刊影响力

的事实。

二、期刊过度自引现象出现的原因

期刊过度自引问题，不只是在政策制度规范方面的缺失，

更是科研工作者和期刊工作人员诚信学术意识的缺失。对期

刊而言，编辑和工作者往往会面临人情稿件太多、办刊经费

短缺、竞争不公平等压力，而对于学术失范行为较为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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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处力度，使得一些期刊存在侥幸心理，选择忽视这些学术

失范行为，甚至认为操纵期刊影响因子、制造各种虚假排行

榜并不违反任何学术规定。在学术监管方面，相关部门未能

及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完善相应学术监管规范和政策，这

方面的漏洞和对利益的渴望，促使有些学术工作者和期刊工

作人员明知故犯、学术造假，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于期刊来说，增加期刊自引意味着增加期刊被引用的

文章数量，从而可以达到提高期刊影响因子、获得更多关注

的目的。对于论文的作者来说，刻意的自引会提高文章的影

响因子，扩大自己的某个较小领域的知名度，从而有利于评

职称或者申请奖项。目前存在许多期刊工作人员为了提高期

刊自身的影响因子而暗示投稿者增加引用本期刊的文章，也

有部分文章作者为了提高个人H指数而刻意引用自己的文章。

这种引用的不断增加只会导致文章的综述越来越长，延长了

科研工作者阅读文献和选题的时间，最终对整个国家的科研

发展造成不良后果。

三、相关学风建设政策建议

过度自引问题主要存在于期刊自身和科研工作者中。基

于期刊是由相关部门监管的情况，期刊自身过度自引的问题

更多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而科研

工作者的过度自引问题，则需要相关部门政策指导下的高校

或科研机构的具体监督与教育。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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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杜绝期刊过度自引行为。

（一）针对期刊给予相关部门的建议

1.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形成约束力。相关部门应通过制

定政策法规，建立健全学术规范制度和法规，弥补目前政策

制度规范方面的缺失。通过统一的政策法规，可以对期刊工

作者以及科研工作者形进行规范约束和法律约束，有效减少

期刊过度自引现象的发生。

2.加强期刊监管力度。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期刊的监管，通

过专门的监督机构及网络监督，增加对期刊内部监控等措施，

严厉打击期刊操纵质量评价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的

行为。如发现学术期刊存在过度自引的故意行为，应给予公

开披露和暂时停刊的处罚，情节严重者应加重处罚力度。

3.开展期刊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相关部门应根据实际

情况不定期对期刊工作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期刊工作

者自身职业道德建设，强化期刊工作者职业自律意识，使其

在工作中能够自觉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避免期刊过

度自引行为的发生。

（二）针对科研工作者给予高校的建议

1.进一步完善科研评审制度。高校应按照上级相关部门

的指导意见，从多方面对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价，

形成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完善科研评审制度，避免一

些科研工作者因为绩效考核过度注重期刊引用情况而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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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引的行为。

2.建立健全期刊自引的校内外一体化监督体系。解决科

研工作者过度自引问题，离不开对科研工作者的监督。学校

通过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鼓励科研工作者利用网络、电话

等工具进行学术失范行为检举等措施，形成期刊自引的校内

外一体化监督体系，一经举报和检举，立即组织调查，发现

确实存在过度自引行为的，绝不姑息，从严处理。

3.深入开展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高校应不遗余力

地对科研工作者进行科研诚信教育，加强其科研诚信意识和

学术道德认识，使科研工作者形成自己的学术道德准则，自

觉遵守学术规范，避免过度自引行为的发生；同时提醒和监

督自己学术圈内的科研工作者，避免学术圈内出现过度自引

行为，使自己的学术圈形成良好的学术诚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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