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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权威期刊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的数据引用行为进

行调查分析。 研究发现：数据引用在图书情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提升，总体而言虽然规范引用比率呈现

逐渐走高的状态，但非规范引用比率仍然不可小视；《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数据引用现象较《情

报学报》要更多一些，但《情报学报》的数据引用相对更为规范；数据引用行为较少及不规范引用大量存在的主要

原因在于大量数据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已有数据可获得性较差，以及缺乏规范的数据引用格式。 图 ２。 表 ６。 参

考文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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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数据已成为科学研究

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之一。 近年来，数据管理

与共享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１－２］ ，但由于激励

和评价机制的缺失，以及技术和规范的不成熟，
机构和作者的数据共享行为显得前途不明且动

力不足，影响了数据共享的进一步推广。
数据引用是指作者在文献中以参考文献、

脚注或文中注的方式，对其所引用数据提供来

源出处的做法。 可以看出，数据引用和目前已

在图书情报领域得到深入研究的文献引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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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相似度。 文献引用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引文分析已广泛应用到文献检索、科研

管理、学术评价等领域，与之相类似，数据引用

也可在数据的检索、管理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具体体现为：
（１）数据引用一般应包括数据的作者、标题、

出处以及访问地址等信息，读者可利用这些信息

定位并获取数据，从而促进数据共享与重用；
（２）数据引用可增加数据生产者和数据存

储机构的被认可度，成为评价这些人员和机构

贡献的重要依据，从而对数据共享起到一定的

激励作用；
（３）通过数据引用可以追踪数据的使用，降

低数据被剽窃的风险；
（４）通过数据引用可获取科学研究的原始

数据，按照研究过程实施，可重现研究过程，从
而验证科学研究的结果［３］ 。

国外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学者很早就意识

到了数据引用的重要性，著名的科学计量学家、
普赖斯奖获得者 Ｈｏｗａｒｄ Ｄ Ｗｈｉｔｅ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便指出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像引用文献一

样以规范化的格式列出其使用的数据［４］ ，但未

能得到学界和出版界的充分重视。 Ｖａｌｅｒｉｅ 选择

了 ６ 种期刊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发表的 ５００ 篇文

献作为样本，研究后发现只有约 １４％的文献标

出了所使用数据集的唯一标识，另外有约 １２％
的文献提到了数据集作者和数据仓储的名称，
但著录不够完整，总体来看很少有文献将其对

数据集的引用纳入参考文献中［５］ 。 Ｈａｉｌｅｙ 和

Ｍａｒｋ 通过检索 ＷｉｌｓｏｎＷｅｂ 数据库中文摘含有关

于数据或数据集的存储、检索、利用、分析等相

关词汇的论文，并在检索结果中按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类别随机抽样，共选取

了 ６５ 篇论文，这些论文分属于 ４４ 种期刊。 分析

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的期刊刊发关于数据引用

方面的声明及格式要求，但对这些期刊上的论

文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大部分论文在数据引

用方面有较大的缺陷［６］ 。 Ｈａｉｌｅｙ 和 Ｍａｒｋ 的研究

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样本数量过少，

且分属于各个学科，因此无法针对某个学科或

期刊进行深入探讨。 目前尚未见到针对图书情

报领域数据引用行为的研究。
在国内，关于数据引用情况调查的论文尚不

多见，墨愚曾对经济类论文进行过一次统计分

析，选取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０３ 年间《新华文摘》上 ６０ 篇有

数据引用行为的经济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发现这

些论文所引用的 ２８１ 个（组）数据中，７８ １５％的数

据没有任何实质性出处说明，由此可见数据引用

的问题较为严重［７］ 。 值得注意的是，墨愚的研究

以数据组为单位，而本文的研究以论文为单位。
这可能与墨愚关注点在于学术规范，而本文的着

眼点在于考查学科数据引用特征有关。
本研究拟对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数据引用

行为进行抽样调查和研究，具有三方面意义。
（１）加深对图书情报学学科的了解和认识。

在该学科以往的定量研究中，学者对文献的各

种著录元素及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都已研究得

相当深入和详尽，但是对数据引用的研究则十

分薄弱，尤其是对该学科数据引用行为的研究

更是尚未见到。 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图书情报学

中科研论文对数据的倚赖程度，并进一步揭示

学科特征，完善学科认识。
（２）科学评价图书情报学的数据引用现状。

著录和引用是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从学科性质和研究内容的角度而言，图
书情报学也理应在数据引用规范上更加严谨，
成为其他学科的表率。 然而其引用现状究竟如

何？ 通过探讨该学科引用行为的特点、引用规

范现状及可能的原因，有望给出合理的解释并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
（３）对数据引用行为的分析可为领域内科研

人员、管理部门及出版机构提供借鉴。 可以预见

的是引用行为的规范化不但可以促进学术规范，
规避学术不端，还能促进数据的共享与交流。

１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等距抽样方法，选取国内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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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领域的权威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 （以下

简称《中图学报》）、《情报学报》和《大学图书馆

学报》（以下简称《大图学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共

１１ 年每年上半年第 １ 期和下半年第 １ 期（即双

月刊每年的 １、４ 两期，单月刊每年的 １、７ 两期，
共计 ６６ 册期刊）刊登的论文为统计对象，除去

编辑寄语、会议报导、简讯、回顾性散文等，共计

１ ２９０ 篇论文。 本研究所选三种刊物均为图书

情报领域的权威期刊，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领

域内科研的最高水平，同时每期发表文章篇数

也较为接近，因此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上述 １ ２９０ 篇样

本论文进行数据引用行为的识别。 由于数据引

用还没有规范的格式及可靠的机器识别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人工识别的方式，因此建立明

确、细致的数据处理规范十分重要。 为减少标

引员主观判断的影响，在标引前对标引员进行

了多轮培训，并选取样本材料，由两个标引员分

别进行标引，结果显示其信度系数达到了 ９５％
以上，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数字的出现是数据引用最基本、最明显的

特征，但是数据引用的识别远非数字识别那么

简单，除了区分公式等由数字组成但并非数据

引用的明显例子，还需对各种复杂情况进行仔

细判别。
（１）需区分数据引用与事实陈述。 在进行

事实陈述尤其是背景介绍时，往往会出现数字，
如“十余年来……”、“１９９４ 年……” 等，此时虽

然有数字出现，但是并非数据引用的范畴。 而

有时，数据引用与事实陈述的界限会比较模糊，
如“其发展高峰期，主要出现于…年到…年”，此
时，数据作为表达的中心和主体，可认为其属于

数据引用范畴。
（２）需区分数据引用与数据提供。 有时，文

献著者也会提供一些数据作为研究成果，此时，
只需仔细阅读就可与数据引用相区别。 而采用

文献计量学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著者，经常会

从数据库中检索并获取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这
也不同于数据引用。

基于当前数据引用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复杂

状况，在判定数据引用的基础上，需要再对引用

类型作进一步划分。 类似于文献引用，数据引

用一般来说也应包括作者、数据标题、出版机

构、出版时间、访问地址等要素。 数据引用可以

有两种划分方式：有引用和无引用，规范引用和

不规范引用。 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规范引用、
部分引用和无引用。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数据引用行为分类表

分类 １ 分类 ２ 分类 ３

有引用

无引用

规范引用

部分引用

无引用

规范引用

不规范引用

数据引用的划分，主要根据论文中引用要

素的完整程度。 规范引用所包含要素是否完

整，其重要特征是可根据要素找到原始数据，目
前较为常见的有表后注和参考文献引用。 部分

引用往往列出了数据的部分信息，如仅提到数

据作者、机构的名称或出处，很难据此找到原始

数据，而只是知道大致的数据来源。 如“由麦肯

锡公司完成的一项研究推断……”，提供了数据

发布的机构名称，但是数据的详细出处仍然无

从获悉。 而无引用则直接罗列数据，完全不交

代数据来源。 “据统计……”、“据调查……”和

“各种研究表明……”是无引用的常见形式，如：
“据统计，竞争情报分析所需的 ９０％的信息可以

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进行收集和分析。”
在实际操作中，无引用相对容易判断，但是

规范引用和部分引用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 此

时，是否可以根据标引信息找到数据源，以及是

否存在进一步标引的可能，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而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客观上说明了建立数据

引用规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引用次数上，也存在一些需要特别说明

的情况：一个数据来源可能在论文中被多处引

用，则每一处引用都计入引用次数；一处数据可

能同时出现数个标引，则根据标引个数统计其

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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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总体数据及分析

经数据处理及汇总，图书情报领域数据引

用的基本情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反映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 １１ 年间，图书情

报领域三个权威期刊的数据引用情况。 从中可

以看出，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间的篇均数据引用次数

均在 １～ ２ 次之间，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有了较大提

升，２０１３ 年达到最高值 ２ ７ 次，说明数据引用在

图书情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提升。

表 ２　 图书情报领域数据引用情况表

年份 总论文数
总引用

次数

规范引

用次数

部分引

用次数

无引用

次数

篇均引

用次数

规范引

用比率

（％）

部分引

用比率

（％）

无引用

比率

（％）

２００３ １３３ ２５０ １１６ １７ １１７ １ ８８ ４６ ４０ ６ ８０ ４６ ８０

２００４ １２８ １６８ ６１ ４１ ５６ １ ３１ ３６ ３１ ２４ ４０ ３３ ３３

２００５ １２２ ２２８ １３３ ２７ ６８ １ ８７ ５８ ３３ １１ ８４ ２９ ８２

２００６ １２４ １５２ ８８ １５ ４９ １ ２３ ５７ ８９ ９ ８７ ３２ ２４

２００７ １３３ ２５４ １７７ １３ ６４ １ ９１ ６９ ６９ ５ １２ ２５ ２０

２００８ １２８ １４０ ９６ １３ ２９ １ ０９ ６８ ５７ ９ ２９ ２０ ７１

２００９ １１４ ２４１ １８６ １０ ４５ ２ １１ ７７ １８ ４ １５ １８ ６７

２０１０ １２２ ３２１ ２５６ １７ ４８ ２ ６３ ７９ ７５ ５ ３０ １４ ９５

２０１１ ９８ ２０６ １６２ ８ ３６ ２ １０ ７８ ６４ ３ ８８ １７ ４８

２０１２ ９４ ２０２ １７０ ９ ２３ ２ １５ ８４ １６ ４ ４６ １１ ３９

２０１３ ９４ ２５４ １６９ ４５ ４０ ２ ７０ ６６ ５４ １７ ７２ １５ ７５

总计 １ ２９０ ２ ４１６ １ ６１４ ２１５ ５７５ １ ８７ ６６ ８０ ８ ９０ ２３ ８０

从数据引用行为的年度分布来看，１１ 年间，
仅有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的规范引用比率低于

５０％，大部分年份的规范引用比率介于 ５０％到

８０％之间，２０１２ 年的规范引用比率最高，超过

８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平均规范引用比率约为

６７％，也即 ２ ／ ３ 的数据引用均为规范引用。 其中

前半段，即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的规范引用比率相对

较低，后半段，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间除 ２０１３ 年外

均高于 ７０％。 虽然 ２０１３ 年的规范引用比率有所

下降，但总体来看规范引用比率仍呈现出逐渐

走高的态势（见图 １）。

图 １　 图书情报领域数据引用行为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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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表 ２ 可知，１１ 年间三种期刊的部分

引用比率仅为 ８ ９％，远低于规范引用比率。 而

无引用比率相对较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间均超过

２０％，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间均介于 １０％ ～ ２０％之间。
总体而言，虽然规范引用比率呈现逐渐走高的

状态，但非规范引用比率仍然不可小视。

２ ２　 期刊比较分析

由表 ３ 可知，２００３ 到 ２０１３ 年间， 《中图学

报》每期的论文刊载量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而篇均数据引用次数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呈现出明显

增加的趋势。 在《中图学报》论文的数据引用行

为中，部分引用所占比率非常低。 ２００９ 年之前，

规范引用和不规范引用的比率非常接近，基本

各占 ５０％左右，但 ２００９ 年起，规范引用的次数远

远超过了不规范引用，只有 ２０１３ 年出现了一个

小的跌宕，这主要是由该刊当年第 １ 期的论文

《数字化转变：电子书和电子内容对读者和图书

馆的影响》造成的，该文以时任美国图书馆协会

主席莫莉·拉斐尔访华期间的演讲稿为基础形

成，文后无任何参考文献，而文中 １０ 处数据引用

亦无任何来源交代，因此被归类为无引用行为，
大大影响了统计结果。

因此，可以认为 ２００９ 年是《中图学报》数据

引用的一个转折年，在此之后，该刊单篇论文的

数据引用量增大，规范程度也有显著提高。

表 ３　 《中国图书馆学报》数据引用情况表

年份 总论文数
总引用

次数

规范引

用次数

部分引

用次数

无引用

次数

篇均引

用次数

规范引

用比率

（％）

部分引

用比率

（％）

无引用

比率

（％）

２００３ ４８ ９６ ３８ ８ ５０ ２ ００ ３９ ５８ ８ ３３ ５２ ０８

２００４ ４６ ８９ ３１ ２２ ２６ １ ９３ ３４ ８３ ２４ ７２ ２９ ２１

２００５ ４７ ６５ ３８ １ ２６ １ ３８ ５８ ４６ １ ５４ ４０ 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７ ７０ ３９ ４ ２７ １ ４９ ５５ ７１ ５ ７１ ３８ ５７

２００７ ４３ ９２ ６０ ４ ２８ ２ １４ ６５ ２２ ４ ３５ ３０ ４３

２００８ ４０ ５１ ２８ ８ １３ １ ２８ ５４ ９０ １５ ６９ ２５ ４９

２００９ ２９ １１４ １０２ １ １１ ３ ９３ ８９ ４７ ０ ８８ ９ ６５

２０１０ ３０ ８９ ７６ ５ ８ ２ ９７ ８５ ３９ ５ ６２ ８ ９９

２０１１ ２６ ６４ ５６ ２ ６ ２ ４６ ８７ ５０ ３ １３ ９ ３８

２０１２ ２７ ６７ ６４ １ ２ ２ ４８ ９５ ５２ １ ４９ ２ ９９

２０１３ ２６ ８０ ５７ １ ２２ ３ ０８ ７１ ２５ １ ２５ ２７ ５０

总计 ４０９ ８７７ ５８９ ５７ ２１９ ２ １４ ６７ １６ ６ ５０ ２４ ９７

《大图学报》（见表 ４）１１ 年来的论文刊载量

十分稳定，基本保持在每期 ２０ 篇左右。 篇均数

据引用次数则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出现了一个波

谷，但从 ２０１０ 年起有了较大提高，这也和近年来

刊登了较多的史料性和综述性论文有关。 《大

图学报》的规范引用比率在 ２００７ 年之前为 ５０％
左右，其后则提升为 ７０％ 左右，但仍待进一步

提高。
《情报学报》（见表 ５）每期刊载的论文数总

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自 ２０１１ 年从双月刊改为

月刊之后，每期论文数稳定在 １２ ～ １５ 篇左右，同
时单篇论文页数增多、篇幅变长。 前文介绍的

《中图学报》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也出现了类似的变

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图书情报领域顶

级期刊近年来刊载的论文质量有较大提升。 近

年来，《情报学报》上几乎没有刊登只有三四页

的短篇幅论文，大量的数据以图、表、模型、公式

等各种形式拉长了论文的篇幅。 然而与数据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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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比较起来，尽管重视数据，学者似乎更热衷于

提供数据而非引用数据，因此，即便是大量数据

扑面而来的《情报学报》，其篇均数据引用次数

并不高，甚至低于《中图学报》 和《大图学报》。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尽管每年产生了大量

的科研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 当然，技术性论文占比较高也是《情报学

报》篇均数据引用次数较低的原因之一。 ２００８
年以后，规范引用的比率同样显著提升，与《中

图学报》、《大图学报》十分类似。

表 ４　 《大学图书馆学报》数据引用情况表

年份 总论文数
总引用

次数

规范引

用次数

部分引

用次数

无引用

次数

篇均引

用次数

规范引

用比率

（％）

部分引

用比率

（％）

无引用

比率

（％）

２００３ ４２ ８８ ４４ ４ ４０ ２ １０ ５０ ００ ４ ５５ ４５ ４５

２００４ ３６ ３７ １８ ５ １４ １ ０３ ４８ ６５ １３ ５１ ３７ ８４

２００５ ３７ ９３ ４３ ２２ ２８ ２ ５１ ４６ ２４ ２３ ６６ ３０ １１

２００６ ４０ ４７ ２５ ８ １４ １ １８ ５３ １９ １７ ０２ ２９ ７９

２００７ ４６ ７２ ５２ ２ １８ １ ５７ ７２ ２２ ２ ７８ ２５ ００

２００８ ４４ ５８ ４２ ５ １１ １ ３２ ７２ ４１ ８ ６２ １８ ９７

２００９ ４２ ８３ ４６ ６ ３１ １ ９８ ５５ ４２ ７ ２３ ３７ ３５

２０１０ ４２ １５４ １０８ ９ ３７ ３ ６７ ７０ １３ ５ ８４ ２４ ０３

２０１１ ４５ １１７ ８５ ５ ２７ ２ ６０ ７２ ６５ ４ ２７ ２３ ０８

２０１２ ４２ １１８ ９０ ８ ２０ ２ ８１ ７６ ２７ ６ ７８ １６ ９５

２０１３ ４４ １３１ ７５ ４１ １５ ２ ９８ ５７ ２５ ３１ ３０ １１ ４５

总计 ４６０ ９９８ ６２８ １１５ ２５５ ２ １７ ６２ ９３ １１ ５２ ２５ ５５

表 ５　 《情报学报》数据引用情况表

年份 总论文数
总引用

次数

规范引

用次数

部分引

用次数

无引用

次数

篇均引

用次数

规范引

用比率

（％）

部分引

用比率

（％）

无引用

比率

（％）

２００３ ４３ ６６ ３４ ５ ２７ １ ５３ ５１ ５２ ７ ５８ ４０ ９１

２００４ ４６ ４２ １２ １４ １６ ０ ９１ ２８ ５７ ３３ ３３ ３８ １０

２００５ ３８ ７０ ５２ ４ １４ １ ８４ ７４ ２９ ５ ７１ ２０ 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７ ３５ ２４ ３ ８ ０ ９５ ６８ ５７ ８ ５７ ２２ ８６

２００７ ４４ ９０ ６５ ７ １８ ２ ０５ ７２ ２２ ７ ７８ ２０ ００

２００８ ４４ ３１ ２６ ０ ５ ０ ７０ ８３ ８７ ０ ００ １６ １３

２００９ ４３ ４４ ３８ ３ ３ １ ０２ ８６ ３６ ６ ８２ ６ ８２

２０１０ ５０ ７８ ７２ ３ ３ １ ５６ ９２ ３１ ３ ８５ ３ ８５

２０１１ ２７ ２５ ２１ １ ３ ０ ９３ ８４ ００ ４ ００ １２ 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５ １７ １６ ０ １ ０ ６８ ９４ １２ ０ ００ ５ ８８

２０１３ ２４ ４３ ３７ ３ ３ １ ７９ ８６ ０５ ６ ９８ ６ ９８

总计 ４２１ ５４１ ３９７ ４３ １０１ １ ２９ ７３ ３８ ７ ９５ １８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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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 ３、４、５ 可知：《中图学报》、《大图学

报》和《情报学报》所抽取样本刊载的论文总数

分别为 ４０９、４６０ 和 ４２１，比较接近；而数据引用

平均值分别为 ２ １４、２ １７ 和 １ ２９，《中图学报》
和《大图学报》的数据引用现象较《情报学报》要

更多一些；尽管三种刊物规范引用的比率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均有了较大提升，但是非规范引用

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只是《情报学报》的情况

相对更好一些。

２ ３　 论文比较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间图书情报学领域三种期刊

论文数据引用的频次分布如图 ２ 所示。 从图中

可以看出，有数据引用行为和无数据引用行为

的论文基本各占一半，可见数据引用作为一种

常见引用行为，其普遍程度还有待提高。 在有

引用行为的论文中，引用次数在 ５ 以下的占绝

大多数，说明目前图书情报学领域论文的数据

引用频次相对较小。

图 ２　 图书情报学领域论文数据引用频次分布图

　 　 表 ６ 中列出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间数据引用次

数在 １５ 次以上的 １８ 篇论文，其中《中图学报》７
篇、《大图学报》９ 篇，各约占半壁江山，《情报学

报》仅有 ２ 篇。 对 １８ 篇高数据引用论文进一步

分析发现，技术特征较强的论文仅有一篇———
《自举在词义消歧中的应用及其关键问题》，绝
大多数高数据引用论文以资料提供为论文重要

表 ６　 高数据引用论文列表（数据引用次数≥１５）
序号 论文 期刊 年份 数据引用次数

１ 大学图书馆建筑的六十年变迁 大图学报 ２０１０ ４１

２ 电子书阅读器在国外图书馆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大图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６

３ 近年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分析 大图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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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而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计量学论文则未

见踪影。 究其原因，虽然文献计量学论文中存

在大量数据，但这些论文往往都倾向于以丰富

完备的方式提供和呈现个人通过大量数据得来

的结果，而较少论及与公开数据的比较或对他

人数据成果的借鉴。 相应地，文献计量学方面

的论文虽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结果，但是这些

数据成果目前尚未被广泛引用。 在某种程度

上，这些论文在方法上似乎比数据成果吸引了

更多眼球，人们对新颖或完美的研究方法和可

视化效果的关注胜过对研究结果的期待。 此

外，数据被引最多的文献中有很多属于图书馆

史的范畴，而引用这些数据的论文也因其丰富

的资料内容展示而带有浓厚的史料色彩。

３　 现状分析及对策

３ １　 数据引用数量相对较少及原因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图书馆服务的拓

展，学者具有更多的信息获取途径和更为便捷

的信息获取方式，再加上优秀期刊对学术规范

的要求日益严格，近年来，图书情报领域期刊的

参考文献普遍较多。 以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中图学

报》为例，该期共刊登论文 １３ 篇，引文 ４０５ 条，平
均每篇论文有 ３１ １５ 处引文，但其篇均数据引用

仅为 ３ ６９ 次，大大低于总引文量。 而表 ２ 的数

据也显示出，１１ 年间三大期刊的篇均数据引用

仅为 １ ８７ 次。
数据的价值毋庸置疑，而现实中骨感的数

据引用数量至少反映了两方面问题。
（１）大量的数据没有得到有效应用

信息社会产生了丰富数据，已经将我们的

生活催生到大数据时代，但是面对海量数据，却
更加令人产生无力感：信息丰富，情报匮乏；资
源众多，结构混乱；信息繁杂，泥沙俱下。 因此，
尽管坐拥海量数据，学者们在从事科研活动时，
仍然难以获得可靠的、系统的、完整的科研数

据。 在学术界，每年都有大批学者出于科研需

要搜集大量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将处理结果

和分析结果作为科研成果以论文形式公布。 但

是在我国少有学者公布科研成果的原始数据和

处理过程，由于缺乏成熟的机构仓储和有效的

激励措施，这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凝聚智慧的

数据不能进入科研交流领域得到共享，而是作

为学者的个人独有资产秘而不宣。
（２）已有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

在我国，图书馆提供的文献资源依旧基本

局限于纸质文献和数据库两种形式，文献类型

依旧是十大情报源，比起传统的纸质文献，数据

库对文献的揭示可谓更进一步，但是其对文献

的描述也主要囿于题名、卷期、作者、机构等表

面特征，对文献内容的揭示仍主要停留在关键

词和引文的层面上，对文献数据的引用缺乏规

范、统一的标引。 结果是：一则不知哪种文献有

自己需要的数据，查全率不高；再则只知数据结

果，不知原始数据，无法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后续

研究。
机构知识库是伴随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而

兴起的一种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的新模式［８］ ，
是对各项知识成果进行记录、组织、集成和展现

的知识仓储。 理想的机构知识库不但应具有丰

富的资源数量，更应具备丰富的文献类型，不但

应包括公开出版的白色文献，还应包括未公开

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学者在科研过程中获取的

原始数据和产生的数据成果。 机构知识库本应

成为数据上传、存储的工具和数据查找、引用的

重要来源地，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大学机构

知识库的内容主要以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为

主，其他类型的文献乃至数据所占比例极低。
此外，很多机构知识库设置了严格的访问权限，
不对外开放或者只部分开放其资源，以规避侵

犯版权的风险，但是过度保护也会影响公开获

取，制约机构知识库的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

３ ２　 不规范数据引用大量存在及对策

由表 ２ 可知，图书情报领域数据引用中的非

规范引用（包括部分引用和无引用）仍然大量存

在，占到了数据引用总量的约 １ ／ ３，其中部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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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占 ８ ９％，无引用约占 ２３ ８％。
一般而言，部分引用表明作者已经意识到

了文献写作过程中出现了数据引用行为，并进

行了来源说明，但由于对数据引用的规范性认

识不足，再加上目前缺乏统一的数据引用格式，
导致特征信息著录不齐全，标引来源时具有很

大的随意性，以致无法通过作者的提示追溯到

原始数据。 一些致力于数据引用研究的机构和

组织， 如 ＤａｔａＣｉｔｅ、 ＡＮＤＳ、 ＤＣＣ、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等，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９］ ，提出

了多种数据引用格式，如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建议采

取以下数据引用格式“作者 （出版年份）： 数据标

题。 出版机构  访问地址”。 例如：Ｃｒｏｕｓ， Ｐｅｄｒ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ｉｎ 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ｃｏ⁃
ｓｐｏｒａ Ｔｒｅｅ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ｔｒｅｅｂａｓｅ ｏｒｇ ／ 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ｗｅｂ ／
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ｔｕｄｙ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ｈｔｍｌ？ ｉｄ ＝ １２８０５。 但该数

据引用格式能否得到一致认可尚待实践检验。
尽管在具体的引用要素上仍然存在争议，但各

机构已在数据引用的完整性、稳定性等原则上

达成一致。
在不规范引用中，大部分情形下作者未给

出任何标注信息，即无引用。 有时是作者未意

识到对数据的引用需要像文献引用那样进行著

录，目前绝大部分学术期刊都有详细的文献引

用方面的声明及格式要求，但专门针对数据引

用的要求则较少。 数据引用规范性的提高尚需

作者、期刊和机构的共同重视和努力。 有时则

是论文整体建构于某些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因
此可能在论文的开头提及数据来源，但在正文

中涉及数据细节时则无任何标注，使数据来源

处于“默认式”或者“随你猜”的境地。 针对这种

情况，笔者建议介绍数据来源的时候加以明确

声明，如“本文中所引用数据如无特定声明，均
来源于……”。

数据引用著录格式的成熟和统一，以及数

据引用规范共识的达成和推广，也将为数据的

组织和检索提供支持和依据，从而促进数据引

用行为的增长。

４　 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期刊的数据

引用规范化程度总体来看呈逐步走高态势，但
非规范引用仍然大量存在，且数据引用频次较

少。 目前制约数据引用行为、影响数据引用规

范性的因素包括数据公开程度较低，已有数据

的可获得性较差，作者对数据引用不够重视，缺
乏统一的数据引用规范等。 要推动数据引用行

为的发展，就要建立相对稳定、规范、可靠的数

据仓储；而要减少数据的不规范引用，就要制定

科学规范的数据引用格式。 同时，在政策上对

数据共享予以肯定和奖励，也是推动数据引用

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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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 ２０１３， ３９（１）： １１２－１１８ ）

丁　 楠　 浙江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馆员。
通讯地址：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图书馆 ５１３ 室。 邮编：３１００２７。

丁　 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
通讯地址：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邮编：３１００５８。

杨　 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 通讯地址同上。
凌　 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 通讯地址同上。
潘有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１４；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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