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研究» 注释体例规范

«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注释采用脚注形式ꎮ 论文所引文献的出处以及对文中内容作说明的文字ꎬ
均放在脚注中ꎮ 脚注标在被引用和说明内容的右上角ꎬ 序号为①②③ꎬ 每页重新编号ꎮ 文章标

题的注释采用星号 (∗) 标注ꎮ 参考文献放在正文后面ꎬ 序号为 [１] [２] [３] ꎬ 具体格式参

照注释格式ꎬ 无需标注页码ꎮ 具体注释体例如下ꎮ

　 　 一、 中文注释

１. 著作ꎮ 主要责任者: «著作名»ꎬ 出版地: 出版者ꎬ 出版年ꎬ 引文页码ꎮ 例如: 刘国光: «社
会主义再生产问题»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１６ 页ꎮ 对于编辑或编著的著

作ꎬ 主要责任者名字后须加 “编” “主编” “编著” 等字样ꎮ
２. 译著ꎮ 〔国别〕 主要责任者: «中文著作名»ꎬ 翻译者译ꎬ 出版地: 出版者ꎬ 出版年ꎬ 引文页

码ꎮ 例如: 〔德〕 黑格尔: «逻辑学» (下)ꎬ 杨一之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６ 年ꎬ 第 ４２７－４２８
页ꎮ 如翻译者为 ３ 人或以上ꎬ 采用 “第一名翻译者等译” 的省略形式ꎮ

３. 期刊ꎮ 主要责任者: «文章篇名»ꎬ «期刊名» ＸＸＸＸ 年第 Ｘ 期ꎮ 例如: 任平: «马克思 “反
思的问题视域” 及其当代意义»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ꎻ 〔英〕 罗思义: «中国共产党的

政策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至关重要»ꎬ 张静摘译ꎬ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４. 报纸ꎮ 主要责任者: «文章篇名»ꎬ «报纸名» ＸＸＸＸ 年 Ｘ 月 Ｘ 日ꎮ 例如: 周扬: «三次伟大

的思想解放运动»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 ７ 日ꎮ
５. 析出文献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章篇名»ꎬ 载被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著作名»ꎬ

出版地: 出版者ꎬ 出版年ꎬ 析出文献页码ꎮ 例如: 毛泽东: «关心群众生活ꎬ 注意工作方法»ꎬ 载

«毛泽东选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１３８ 页ꎮ
６. 网络文献ꎮ 主要责任者: «文章篇名»ꎬ 网址ꎮ 例如: 郑易生: «论中国环境与经济至上主

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ｔ. ｃｎ / １２ / ２ / ２００６－１２－０５ / ３７６５. ｈｔｍｌꎮ

　 　 二、 英文注释

１. 著作ꎮ 主要责任者ꎬ 书名 (斜体ꎬ 主体词首字母大写)ꎬ 出版地: 出版者ꎬ 出版年ꎬ 引文页

码ꎮ 例如: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Ｍａｒｘ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１.
２. 期刊ꎮ 主要责任者ꎬ “文章名”ꎬ 刊物名 (斜体)ꎬ Ｖｏｌ. 卷号ꎬ Ｎｏ. 期号ꎬ 出版年ꎮ 例如: Ｈ.

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ꎬ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ｓ. Ｘ－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６６.
３. 析出文献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ꎬ “文章名”ꎬ ｉｎ 被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ꎬ 文集名 (斜体)ꎬ

出版地: 出版者ꎬ 出版年ꎬ 析出文献页码ꎮ 例如: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ｓｔｒａꎬ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ｓｔｒａꎬ Ｄｅｎｎｉｓ Ｂａｄｅｅ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ｆ￣
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