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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思想性

 战略性

 前瞻性



（1）研究论文:详细陈述一项完整规范研究的新发现或

新结果，具有完备的学术论文的结构要素：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结论及
讨论、参考文献，或致谢声明等。

（2）探索交流：对前沿性、争议性或重大理论及实践

问题的思考、探讨或争鸣，不严格限定论文的写作形
式。

（3）综述评介：包括文献综述研究、历史回顾和学术

书评等综述或评论性论文。不要求必须具有研究论文
的结构要素。

（4）专题和专稿：围绕重大事件或专门论题的组稿，
通常为热点或重要问题的讨论研究。

稿件类型



 1. 实证研究论文
（1） 不能唯方法论，重在研究结果
（2）采用计量方法的研究过多

（赵鼎新：过早的定量化发展方向妨碍了中国的社会科学：“一
个好的研究者必须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从方法出发”，
“中国学界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过早地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
展，以为定量才是科学”，“由于英文和文化底蕴上的欠缺，
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在美国大多做定量研究”，“在国外定量研
究发表文章、找工作比较容易，这也可以理解”，“他们到国
内大力推广定量方法，加速了我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和定量
化。”）

（3）以定量研究的数据分析为基础，更需要一些思辨性的研究从
宏观方面分析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重大问题。

别让方法掩盖了我们的思想

问题和思考



 2.探索交流类文章

 不是简单的观点陈述，需要事实、数据、材料支撑，然后才能提出观点，并有理有据地论证观点；非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很
难写出有说服力的、可读性强的探索交流类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探索交流类文章比研究论文更难写。

例：公共图书馆提升服务效能的途径（2015年第4期）

 摘要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是指其履行使命的程度,提升服务效能是对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要求。本文对影响公共
图书馆服务效能的四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①法治环境是形成服务能力的前提,尽快颁布《公共图书馆法》是完善法治环境的首要任务；②服
务体系是普遍均等服务的载体,总分馆是服务体系中经济高效的组织形式,总分馆布局需遵循客观规律,科学布局；③专业策划是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职业要求,应体现在设置、建设、宗旨、规划、服务、活动、管理等各方面；④科学的管理机制和优质的管理水平,可整合各种资源,使服
务能力与服务效益相匹配,使服务效能达到最优。以服务效能代替服务效益进行评价,可使评价更全面,也明确了政府与公共图书馆双向的责任:
公共图书馆努力提升服务效能,政府为增强服务能力提供条件。

 《管理信息系统季刊》 (MIS Quarterly)

 问题和观点（Issues and Opinions）

对于最新出现的、存在悖论或争议的研究议题的深思熟虑和严谨的观点陈述。文章可进行严密的论证或阐述学术证据，从而开启
新的讨论领域，对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议题提供新颖的观点。

 研究评论（Research Commentary）

请资深学者就研究趋势或方法论取向进行探讨，并为该领域的发展方向提供重要见解。这样的研究评论可以突出某些开创研究或
关键研究以此展示该主题的演进历程。为了回答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评论应总结出一系列值得探讨的研究议题。

 《信息系统协会杂志》（JAIS）

 研究展望（Research Perspectives）

研究展望类文章本身不属于科研论文，它注重推动信息系统研究热点问题的讨论，分析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重要事件。这类论文
可以质疑或者批判现有的研究，需提出有助于本领域发展进步的建设性意见，这些也正是信息系统学者闲暇时喜欢争论的问题。

问题和思考



 3. 如何看待综述研究

综述类文章不是对任意一个研究问题以往研究成果的简单总结和罗列，重在综述的选题是否有意义，要有研究性、前瞻性，材料丰富，
信息量大。综述研究论文应为有参考文献支撑的学术性综述或评论，可向读者提供关于某个热点研究领域的发展全貌，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

例：国外信息文化研究综述（2015年第2期）

信息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IC)是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经济学与商学、管理学以及教育与教育研究等学科领域
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70—80年代兴起至今,已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大量文献研究成果。本文以WoS、PQDT、Springer、Taylor 
& Francis、Elsevier ScienceDirect、Emerald等相关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基础,分四个部分对国外IC研究进行综述:①简述国外IC研究的兴起与
发展历程；②从阶段划分、学科分布、层面归纳三个方面阐述国外IC研究的状况；③从概念、构成与评价两个方面概述国外IC研究的内容；
④从主要问题、典型方法、相关概念、发展趋势四个方面评析国外IC的研究。指出:IC研究需要从个人信息文化(PIC)、组织信息文化(OIC)和
国家信息文化(NIC)三个层面展开,OIC以及PIC的研究将成为未来IC研究的重点；IC理论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IC研究的核心在其概念与评价。
建议我国的IC研究应从三个方面展开:①拓宽IC研究的视阈,重点关注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研究；②开展IC的实证研究,探索我国IC发展中的
共性与个性；③界定不同层面IC的概念,明确IC的组成与评价要素。

 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会刊（JASIST）

“信息科学进展”栏目（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AIS）

该栏目主要刊登信息科学领域前沿问题研究的综述论文，要求有充分的参考文献支撑，主题明确、内容全面、结构严谨、表述清晰、意义深

刻，能给读者提供关于某一前沿问题的研究全貌。选择“信息科学进展”这一名称，是为了区别那些仅仅是文献综述类的论文。更希望能打
破各个新兴学科的界限，鼓励作者创新研究框架和研究模式，以利于不熟悉该领域的读者了解学科动向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该栏目要求论文概述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在研项目的状况，以便读者全面了解相关内容。

 《管理信息系统季刊》 (MIS Quarterly)

 理论与综述论文（Theory and Review Article）

 该类稿件主要通过考察、综合此前的理论、经验研究，或对特定主体领域新的理论贡献来推进研究。这些论文是信息系统领域
重要的知识储备库、未来研究的方向指引和理论助推器。该刊同样欢迎与此前理论、研究密切关联的理论上的新贡献。

困惑和思考



 （1）选题低水平重复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著中，虽然抄袭作假尚只
能说是少数，但是说大多数作品是平庸之作、低水平重复，
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
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而流行于社会，并为当事人带
来巨大的实惠。”（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社会
科学论坛，2005（3）：5-14.）

 （2）缺少综述或者综述不全面

知识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它建立在前人——包括知
识创造者与知识传递者——认识的基础之上，并推陈出新。

（戈登·哈维.学会引用——大学生论文写作指导手册
（ Writing with Sources：a guide for students ）[M].沈文
钦，李茵，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规范



 （3）引文和注释规范

引用资料的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尽可能简明厄要地使用资料，以使你的
独立思考不因介绍他人的思想而湮没无闻，使自己的声音
不在众声喧哗中被掩盖。

第二条原则：不要让读者对你何时进行自己的表述、
何时使用原材料中的资料这一点产生疑惑。

第三条原则：自始至终，你要解释清楚论文所引每一
处资料与文章论点的关系。

（戈登·哈维.学会引用——大学生论文写作指导手册 [M].
沈文钦，李茵，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

规范



 （4）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受该法保护的作
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
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
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七）工程设计
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
品。

在学术论文中，如果使用了第三方拥有版权的作品，
必须获得版权所有者的书面授权，或者获得版权所有者的
声明，即该作品可以用于非盈利目的的学术研究。

学术论文规范



 （5）署名和致谢

学术论文署名的所有作者都要确认对论文的创作
有实质性贡献，了解研究的过程，并认可研究结论，
同意投稿并公开发表，所有署名的作者均对文章负有
学术责任和法律责任。

致谢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论文写作
有帮助但尚达不到作者标准的人，作者应在致谢部分
逐一说明他们的帮助，以示感谢，例如提供了单纯技
术帮助的人、资料搜集帮助的人或提供其他帮助的人
或机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关
于研究成果致谢部分的要求是：“研究成果发表时，
应以适当方式向提供过指导、建议、帮助或资助的个
人或机构致谢。”

学术论文规范



审稿中关注的内容

（1）选题：对于每篇文章的选题，查询相关研究成果，了解
文章的创新点。

（2）作者的研究领域及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合作者的研究
情况。

“本刊推崇求实、创新、自律的科研精神，鼓励独创或跨界
合作”

（3）相关课题：课题与文章的研究内容是否相关，以及同
一课题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4）学术不端检测：三次检测（初审、编校前、印刷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