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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通过了解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英文摘要质量现状，为落实国家期刊论文

外文摘要建设相关精神以及促进期刊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方法 / 过程］在构建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标

准基础上，以 127 种综合期刊的 381 篇论文的英文摘要为样本，采用专家评审方式对英文摘要质量进

行评测，分析英文摘要质量现状，发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英文摘要质量提升建议。［结果 / 结论 ］一

半以上的期刊全部论文都有英文摘要，1/4 左右的期刊仅部分论文有英文摘要，有少量期刊无英文摘

要；根据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标准，约 1/5 可以达到优秀等级，一半左右为良好，1/5 左右为合格，还有

少量英文摘要存在较大问题，被评为不合格；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格式规范、语言流畅及内容准确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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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文学术期刊英文长摘要建设，是提升我国学术期刊办刊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

段［1］。2021 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

指出提升我国学术期刊办刊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的三条路径，其中第一条路径是“鼓励中文学

术期刊提供论文英文长摘要”［2］。2022 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实施“科技期刊双语传播工

程”，旨在通过遴选中文科技期刊中的优秀论文开展双语长摘要撰写和翻译，提升我国中文科

技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传播服务力。在规模性开展期刊论文英文长摘要建设之前，了解我

国目前期刊论文英文摘要质量如何以及存在哪些问题，是贯彻落实国家英文长摘要建设政策的

基础。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项目“哲学社会科学评价”（项目编号：DF2023 TS02）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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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论文摘要（Abstract），又称文摘、提要、概要。1976 年，国际标准《文献：出版物和文献

的摘要（ISO 214-1976）》出台，定义“摘要”是“对论文内容的一段简短、准确的表述”［3］。我

国《文摘编写规则（GB/T 6447-1986）》（简称“1986 年国标”）国家标准则于 1986 年颁布，沿用

至今，提出“文摘”是“以提供文摘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

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4］。我国于 1987 年颁布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

式（GB/T 7713-1987）》（简称“1987 年国标”）认为“摘要”是“报告、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

论的简短陈述”［5］。而 2022 年颁布的《学术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2-2022）》（简称“2022 年

国标”）对“摘要”的定义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要陈述，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

性，即不阅读全文就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6］，该标准部分替代了 1987 年国标，但未替代 1986

年国标。

1987 年国标同时规定“报告、论文一般均应有摘要，为了国际交流，还应有外文（多用英

文）摘要”［5］，2022 年国标则规定“为利于国际交流，宜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外文摘

要”是“中文摘要的对应性内容”［6］。鉴于国标规定的英文摘要的双语对照特性，现阶段我国期

刊论文英文摘要以中文摘要的对照翻译为主，虽然有学者认为完整的英文摘要包括英文标题、英

文署名及作者单位、英文摘要正文和英文关键词四部分，而不仅限于摘要正文［6］。本文抽样样

本以中文摘要的对照翻译为主。

1987 年国标明确提出“外文摘要不宜超过 250 个实词”［5］，经过二十余年发展，我国期刊领

域开始出现《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英文长摘要”的雏形。2002 年，《浙江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开始尝试“英文长摘要（Long Abstract）”，约 500~800 个字（单词），

2012 年该刊又尝试“长英文概要（Summary）”。《经济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等期刊近几年也

开始规定采用英文长摘要，长度在 1000 个单词左右，要求能概括全文内容，不再是中文摘要的

对照性翻译。为克服专业壁垒，打破读者理解障碍，“简明语言摘要”（Plain Language Summary，

PLS），又称“通俗语言摘要”（Lay Summary），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兴起，但我国刊载 PLS 的

期刊比较少［7］。英文长摘要逐渐成为独立于中文摘要存在的论文有机构成部分，简明语言摘要

则逐渐成为独立于论文而存在的期刊有机构成部分，本文抽样样本主要是传统的英文摘要。

我国对英文摘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从翻译的角度研究英文摘要的翻译质

量［8-9］，二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英文摘要的语块区分、语料库建设［10-11］，三是从论文作者角度

研究英文摘要的模式、要素［12］，四是从期刊编辑角度研究英文摘要撰写规范和审校水平［13］，五

是从管理评价角度研究英文摘要建设情况［14］。由于很少涉及翻译问题，国外对期刊论文摘要的

研究与我国聚焦的方向有所不同，主要集中在另外五个方面：一是摘要模式、要素研究［15-17］，

二是摘要准确性、完整性研究［18］，三是摘要易读性、可检索性研究［19-20］，四是摘要撰写、编辑

研究［21］，五是摘要的学科、国别差异性研究［22-24］。

本研究在构建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标准基础上，采用抽样方式，对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英文摘要

建设情况进行测评，以此为推动英文长摘要建设提供支撑。

1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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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方法   

2.1 评测标准及评分细则

我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即翻译

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能随意增减内容，还需通顺明白，用词得体，简明优雅。鉴于期刊

论文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的对照性要求，翻译质量仍是现阶段英文摘要质量评测的重要标准，本

研究以“信、达、雅”为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标准内核，构建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英文摘要质量评测

标准。该质量评测标准共 4 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关键问题、格式规范、内容准确和语言流畅。下

设 11 个二级指标，其中“关键问题”包括政治方向、学术导向 2 个二级指标；格式规范包括标

点符号、斜体正体和术语规范 3 个二级指标；“内容准确”包括单词拼写、语法时态和漏译重复 3

个二级指标；“语言流畅”包括语言逻辑、中式英语和一致性 3 个二级指标。每篇英文摘要满分

10 分，出现“关键问题”将一票否决，得 0 分，出现“格式规范”问题、“内容准确”问题及“语

言流畅”问题，每处扣 0.2~1.0 分不等，见表 1。根据评测得分，将评测结果划分为优秀 （8~10

分）、良好（7~8 分）、合格（6~7 分）、不合格（6 分以下）4 个等级。

表 1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细则

 关键问题
政治方向 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票否决，不

得分学术导向 应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

格式规范

标点符号
出现“、”“。”“《》”等中文标点符号，或错用、漏用、多用标

点符号的

每处扣 0.2 分，
多次出现同一
术语、单词拼
写 错 误 的 按 1

处计算

斜体正体 该斜体的部分使用正体，或该正体的部分使用斜体的

术语规范
标题、人名、地名等未按规定大小写，专有名词译法不符合相关规范，

不使用术语或错误使用术语的

内容准确

单词拼写
错拼、缩略语使用不当，数、量和单位名称译错，选词不当或搭配不

当的

语法时态 冠词误用、单复数误用、主谓语不一致、时态语态误用、句法错误的

漏译重复 内容完整性欠缺，漏译的；字、词、句、段落等重复翻译的

视严重程度，
每处扣 0.2~

1.0 分语言流畅

语言逻辑 语义错误，颠覆常识，词不达意的；时间逻辑颠倒，历史逻辑错误的

中式英语 中式英语或机器翻译痕迹较重，中英意思不一致，影响阅读的

一致性 格式前后不一致，前后译法不一致、不统一的

2.2 抽样样本及评测办法

为减少学科差异的影响，本研究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2018）》（简

称“AMI 评价”）中 127 种核心及以上级别的综合性期刊为研究对象［25］，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分

别抽取每种期刊 2019 年最后一期、2020 年中间一期和 2021 年第一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共

选取 127 种期刊的 381 篇论文的英文摘要作为研究样本，见表 2。

样本确定后，首先进行试评。选取 30 种期刊的 90 篇论文的英文摘要作为试评样本，请 3 位

专家按照评测标准及评分细则分别对 90 篇英文摘要进行背靠背打分并计算评测等级，以此测试

2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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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标准的科学性、评分细则的可操作性及评测结果的一致性。第二步是对试评结果进行分析，

进一步把握打分尺度，减少人为误差，即三位专家打分差异一般不超过 0.4 分，评判出的错误数

差异一般不超过 2 处。第三步，当试评结果一致性达到要求后，对所有样本进行评测。第四步，

对 3 位专家评分结果一致性进行分析，评分结果达到一致性标准的，取 3 位评审专家的平均分作

为每篇论文英文摘要的最终评测分数及等级；对于达不到一致性标准的，则由 3 位专家集体商议

后给出最终评分和等级。为保证评测结果的可核查、可追溯性，每位专家在对英文摘要进行打分

的同时还需要给出错误点及评审意见。

表 2 抽样样本情况

基本情况 情况说明

期刊数量 127 种 AMI 评价核心及以上等级期刊

学科分类 综合类期刊

出版周期 月刊 26 种，双月刊 98 种，季刊 3 种

主办单位 社科院系统主办期刊 43 种，高校主办学报 84 种

地区分布 东部地区 64 种，中部地区 25 种，西部地区 29 种，东北地区 9 种

基金资助 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66 种，未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61 种

3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结果   

3.1 有无英文摘要情况

在 127 种期刊中，有 19 种期刊无英文摘要（15.0%），有 32 种期刊仅部分论文有英文摘要

（25.2%），有 76 种期刊所有论文都有英文摘要（59.8%），见表 3。

 表 3 期刊论文有无英文摘要情况

（单位：种，%）

基本情况 出版周期 主办单位 地区分布 基金资助

数量 百分比 月刊 双月刊 季刊 高校 社科院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获资助 未资助

有无
英文
摘要

全部有 76 59.8 10 64 2 66 10 38 16 16 6 42 34

部分有 32 25.2 7 25 0 16 16 19 6 4 3 13 19

均没有 19 15.0 9 9 1 2 17 7 7 5 0 11 8

合计 127 100.0 26 98 3 84 43 64 29 25 9 66 61

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以双月刊（54.9%）、月刊（26.7%）和季刊（13.0%）为主［25］，本研

究抽取的 127 种期刊中，有 98 种双月刊（77.2%）、26 种月刊（20.5%）和 3 种季刊（2.3%），本

文抽样样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 26 种月刊中，仅有 38.5% 的期刊全部论文有英文摘要，占比

约为双月刊、季刊的一半，无英文摘要的期刊比例则达到 34.6%，占比远高于双月刊、季刊；在

3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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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种双月刊中，全部论文有英文摘要的期刊占比达 65.3%，无英文摘要的仅占 9.2%；在 3 种季

刊中，有 2 种季刊全部论文有英文摘要，占比 66.7%，略高于双月刊。

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等院校（49.1%）、社科院系统（10.9%）、党校

（行政学院）系统（4.6%）为主［25］，本研究抽取的 127 种期刊中，有 84 种期刊（66.1%）的

主办单位是高等院校，43 种期刊（33.9%）由社科院系统主办，本文抽样样本具有一定可比

性。在 84 种高等院校主办的期刊中，全部论文有英文摘要的期刊达 78.6%，无英文摘要的期

刊仅 2 种，占比 2.4%；在 43 种社科院系统主办的期刊中，仅有 23.3% 的期刊全部论文有英

文摘要，占比远低于高等院校主办期刊，无英文摘要的期刊则达到 39.5%，占比远高于高等院

校主办期刊。

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其中东部地区占 56.6%，中部地区占

16.8%，西部地区占 17.7%，东北地区占 8.9%［25］，本研究抽取的 127 种期刊中，东部占 50.4%，

中部占 22.8%，西部占 17.7%，东北占 7.1%，抽样期刊基本符合期刊地域分布特征。在 64 种东

部地区期刊中，全部论文有英文摘要的期刊占比 59.4%，没有英文摘要的期刊占比 10.9%；在 29

种中部地区期刊中，以上占比分别是 55.2% 和 24.1%，在 25 种西部地区期刊中，以上占比分别

是 64.0% 和 20.0%，在 9 种东北地区期刊中，全部论文有英文摘要的期刊占比最高，为 66.7%，

且没有无英文摘要的期刊。

国家社科基金自 2012 年起共资助 200 余种质量较高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其中 20% 左右期

刊每年可获得 60 万元资助，另外 80% 左右的期刊每年可获得 40 万元资助。虽然国家社科基金

资助期刊数量不到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总数的 10%，但在本研究抽取的 127 种期刊中，有 66

种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占比 51.9%，未获资助期刊 61 种，占比 48.1%，数量基本均衡，因

此抽取的样本期刊质量较高，后续资助维度分析具有较强可比性。在 66 种获资助期刊中，有

63.6% 的期刊全部论文有英文摘要，而未获资助期刊该比例是 55.7%，略低于获资助期刊；在获

资助期刊中有 16.7% 的期刊没有英文摘要，而未获资助期刊该比例仅为 13.1%，占比也低于获资

助期刊。

3.2 英文摘要质量情况

3.2.1 期刊层面英文摘要质量情况

在抽取的 127 种期刊中，除 19 种无英文摘要的期刊外，在 108 种至少部分有英文摘要的期

刊中，有 13 种期刊至少有 1 篇英文摘要被评为不及格，有 41 种期刊至少有 1 篇英文摘要被评为

及格等级。在 76 种全部有英文摘要的期刊中，有 23 种期刊的英文摘要均被评为良好及以上等

级，其中有 4 种期刊的英文摘要均被评为优秀，见表 4。这 23 种期刊均为双月刊，均为高校主

办的学报。按地区划分来看，西部地区良好及以上等级的期刊占该地区期刊比例最高，有 7 种期

刊，占西部地区期刊的 28%；其次是东北地区，有 2 种，占东北地区期刊的 22.2%，第三是东部

地区，有 12 种，占东部地区期刊的 18.8%，最后是中部地区，有 2 种，占中部地区的 6.9%。按

资助情况来看，有 4 种为获资助期刊，占资助期刊的 6.1%，有 19 种为未资助期刊，占未资助期

刊的 31.1%，可见，未资助期刊的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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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均在良好及以上等级的期刊

（单位：篇）

序号 期刊 出版周期 主办单位 地区 基金资助 优秀 良好 总计

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获资助 3 3

2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3 3

3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3 3

4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西部 3 3

5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北 2 1 3

6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2 1 3

7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2 1 3

8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双月 高校 东部 获资助 2 1 3

9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中部 2 1 3

10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北 1 2 3

11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1 2 3

12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中部 1 2 3

13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西部 获资助 1 2 3

14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双月 高校 东部 1 2 3

15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1 2 3

16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1 2 3

17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西部 1 2 3

18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西部 1 2 3

19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西部 获资助 1 2 3

20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东部 1 2 3

21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西部 1 2 3

22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双月 高校 东部 1 2 3

23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 高校 西部 1 2 3

3.2.2 论文层面英文摘要质量情况

在抽取的 381 篇论文样本中，有 267 篇论文有英文摘要（70.1%），有 114 篇论文无摘要

（29.9%），对 267 篇英文摘要的测评结果见表 5。

 表 5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结果

（单位：篇，%）

基本情况 出版周期 主办单位 地区分布 基金资助

数量 百分比 月刊 双月 季刊 高校 社科院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获资助 未资助

英文
摘要
质量

优秀 51 19.1 3 48 0 44 7 32 6 10 3 28 23

良好 145 54.3 23 119 3 122 23 77 32 26 10 74 71

合格 55 20.6 9 43 3 43 12 24 13 14 4 36 19

不合格 16 6.0 2 14 0 11 5 7 3 4 2 4 12

合计 267 100.0 37 224 6 220 47 140 54 54 19 14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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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秀等级。约 19.1% 的英文摘要达到优秀等级。这些英文摘要质量高，语篇衔接连贯顺

畅，语法、词法无误，信息传递准确。例如，《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评述与展

望》（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观念的力量及其实现》（载《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等论文的英文摘要规范性好、翻译准确、逻辑

清晰、行文流畅，可有效传递论文内容。

（2）良好等级。约 54.3% 的英文摘要达到良好等级。这些英文摘要质量较好，有少量语法、

句法问题，但不存在实质性阅读障碍。例如，有的摘要因中文特有术语无法翻译而使用汉语的，

汉语拼音未使用斜体，有的摘要将重要术语“侵权者”和“维权者”等多处误译，有的对“美国

国会”的用法、拼法连续出错等。

（3）合格等级。约 20.6% 的英文摘要评定为合格等级。这些英文摘要主要存在漏译、简化

翻译、单词拼错、语法错误、表达欠佳等问题，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例如，有的摘要将“党的

十八大”等名词误译，有的摘要将“正确义利观”等专业术语译错，有的摘要标点符号使用混

乱，有的摘要标题中首字母大小写随意，有的摘要甚至漏译一整段。

（4）不合格等级。约 6.0% 的英文摘要评测为不合格。这些英文摘要主要存在错译关键术语、

无法反映文章主要内容等问题。例如，有的摘要用词出现较为严重错误，将“紧迫性由此凸显”

翻译为“sex is thus highlighted”。

本研究抽取的 267 篇有英文摘要的论文中，双月刊的优秀率最高（21.4%），但不合格率也

最高（6.3%），月刊的优秀率是 8.1%，不合格率是 5.4%，季刊既没有优秀，也没有不合格。高

校期刊英文摘要优秀率达到 20.0%，高于社科院系统期刊英文摘要优秀率（14.9%），高校期刊

的良好率（55.5%）也高于社科院系统期刊（48.9%），并且高校期刊的不合格率（5.0%）要低于

社科院系统期刊（10.6%）。东部地区期刊英文摘要优秀率最高（22.9%），依次是西部地区、东

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从不合格率来看，东北地区不合格率最高（10.5%），然后依次是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不合格率最低（5.0%）。从以上数据来看，东部地区期刊英文摘要质量最

高。获资助期刊英文摘要优秀率为 19.7%，略高于未获资助期刊（18.4%），但获资助期刊的不合

格率（2.8%）远低于未获资助期刊（9.6%）。从此数据来看，获资助期刊英文摘要质量要高于未

获资助期刊。

4 英文摘要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4.1 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照英文摘要质量评测标准，英文摘要存在的主要问题见表 6。

在这 267 篇英文摘要中，未发现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问题。

格式规范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标点符号的使用问题。有 22 种期刊的 24 篇英文摘要存在标点

符号使用问题，比如出现中文句号、顿号、破折号、书名号等英文中没有的标点符号，还存在不

当使用分号、问号等问题。其次是术语规范问题，有 15 种期刊的 16 篇英文摘要存在此类问题，

例如对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术语自行翻译，未采用中央编译局等权威翻译版本。斜体、正体

4 英文摘要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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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较少。

内容准确方面，单词拼写问题最多，有 53 种期刊的 77 篇英文摘要存在此类问题，主要是词

性导致的单词错误，另外出现几处单复数错误。语法时态问题也比较突出，有 50 种期刊的 69 篇

英文摘要存在此类问题。另有 14 种期刊的 15 篇英文摘要存在多译漏译问题，其中有 1 篇英文摘

要存在一个句子重复两遍的错误。

在语言流畅方面，有 31 种期刊的 41 篇英文摘要存在语言逻辑问题，有 30 种期刊的 32 篇英

文摘要存在中式英语问题，特别是有 4 篇英文摘要机器逐词、逐句翻译痕迹明显，导致英文摘要

整体逻辑出现较大问题。另外，还出现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观点不一致，英文摘要自身前后表述

不一致等问题。

有的英文摘要会出现多种类型的错误，有 7 篇英文摘要同时出现 3 种类型以上的错误，有

49 篇英文摘要同时出现 2 种类型的错误，有的英文摘要同一种类型的错误出现多次。

 表 6 英文摘要质量评测具体错误情况

（单位：种，%，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出错数量及百分比

期刊 百分比 论文 百分比

关键问题
政治方向 0 0

学术导向 0 0

格式规范

标点符号 22 20.37 24 8.99

斜体正体 3 2.78 3 1.12

术语规范 15 13.89 16 5.99

内容准确

单词拼写 53 49.07 77 28.84

语法时态 50 46.30 69 25.84

多译漏译 14 12.96 15 5.62

语言流畅

语言逻辑 31 28.70 41 15.36

中式英语 30 27.78 32 11.99

一致性 4 3.70 4 1.50

4.2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除作者、编辑方面的因素外，期刊运行、监管、评价等也会对英文摘要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作者方面原因。英文摘要作为论文的一部分，作者对其质量应负主要责任。作者的英文水平

是影响英文摘要质量的重要因素，质量评测过程中发现的标点符号错误、斜体正体错误多受此因

素影响。作者对英文摘要重要性的认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评测中发现的多译漏译问题主

要是由于作者不够重视，未进行严格的检查、校对造成的。

编辑方面原因。作为论文“把关人”，编辑肩负英文摘要把关责任。目前，期刊编辑部大

多无专职英文编辑，部分期刊聘请的兼职英文编辑多为英语专业人员，而非学科领域英文水平

高的人员，导致学科专有名词、术语规范的准确性有所欠缺，在质量评测时发现多处术语规范

错误。在论文外审环节，审稿人多为该学科领域专业人员，很少针对英文摘要质量提出意见或

建议。



107107

苏金燕 . 期刊论文英文摘要质量现状、问题与建议［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4，6（4）：099-109.

期刊运行方面原因。期刊出版周期长短、主办单位管理、办刊经费保障等是影响期刊运行的

重要因素，其对英文摘要质量也有一定影响。出版周期越短，对编辑的要求就越高，这可能也是

月刊全部有英文摘要的比例明显低于双月刊、季刊的原因之一。期刊主办单位的办刊理念、管理

要求等也间接通过英文摘要反映出来，高校期刊有英文摘要的期刊比例较高、优秀比例也相对较

高。办刊经费为聘请兼职人员对英文摘要进行审校提供保障，期刊所在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间接

影响一个期刊的办刊经费，而是否获得基金资助则直接对一个期刊的办刊经费产生影响。

期刊监管方面原因。作为连续出版物，期刊按照相关管理机构的管理规定、制度规范运行。

目前，我国英文摘要相关管理规定还不够健全，英文摘要撰写规范、审查规范以及英文编辑从业

规范等相对欠缺。在编辑部相关制度规定中，也较少就英文摘要各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期刊评价方面原因。期刊评价具有一定“指挥棒”作用，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等期刊评价中，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设计有英文摘要质量指标，在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2022）》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设“英文摘要质量”

为三级指标，考察“英文摘要的准确性、完整性”［25］，但该指标仅为“观察指标”，即在评价中

“仅采集数据但并不计分，意在拓宽期刊评价的评价场域，引导期刊关注管理建设的各个方面”。

另外两个评价机构无英文摘要建设类评价指标。

5 英文摘要质量提升建议   

针对英文摘要存在的主要问题，可重点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考虑，进一步提升英文摘要质量。

提高作者英文输出质量。整体来看，我国科研机构学者的学历越来越高，有海外学习工作经

历的越来越多，英文水平越来越好，在这种背景下，提高作者对英文摘要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

英文摘要质量的提高。其次，随着翻译工具的不断发展，可适当借助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来进行

润色，减少错误，提升质量。三是多阅读外文原文文献，以提高术语规范性及表达地道性等。

提升编辑英文把关能力。一是通过专项培训、交流学习等形式，切实提升现有编辑人员的英

语水平。二是以专职、兼职等方式引进英文校对编辑，弥补编辑部英文人才方面的短板。三是在

论文外审时适当增设英文摘要评审环节，请有能力的外审专家同时对英文摘要进行评审，辅助编

辑把好关。四是适当用于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完成英文摘要校对工作。

优化期刊运行程序。根据办刊宗旨、期刊定位、学科特点、编辑部情况、作者团队情况等确

定英文摘要建设的目的、目标，细化英文摘要投稿说明，优化英文摘要编辑、校对程序，加强英

文摘要审读，接受读者反馈意见，切实发挥英文摘要作用。

加强管理监督审查。相关期刊管理部门适时制定英文摘要质量标准、审校规范等政策文件，

提高编辑、作者对英文摘要的重视程度，提供英文摘要质量提升方案，适时将英文摘要质量纳入

年检、抽检内容，建立英文摘要质量管理监督机制。

纳入期刊评价指标。期刊评价机构将英文摘要质量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充分发挥评价“指

挥棒”作用，通过评价来推动英文摘要质量提升。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仅以核心期刊等质量较好的期刊为研究样本，未覆盖非核心期

5 英文摘要质量提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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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各层面期刊；二是仅以综合期刊的英文摘要作为研究对象，未能分析各学科英文摘要质量差

异；三是未对造成英文摘要整体质量不高的原因进行案例分析，这也是下一步将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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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Quality of English Abstracts of Journal Papers

Su Jiny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Studi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English abstracts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eriodical papers, and fi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abstracts, will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ated spiri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bstracts of national periodical papers.［Method/Process］Based 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nglish abstract quality, this paper takes 381 abstracts of 127 comprehensive journals as samples, adopts expert 
review metho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English abstrac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abstract 
quality, find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nglish abstrac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abstract. ［Result/Conclusion］More than half of the journals have English abstracts, 
about 1/4 of the journals parts of papers have English abstracts, and a few of journals have no English abstracts.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English abstracts, about 1/5 can reach excellent grade, about half 
is good, about 1/5 is qualified, and a few of English abstracts have some problems and are rated as unqualifi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mainly focus on the format specification, language fluency and content accuracy.
Keywords: English abstracts; Quality evalu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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