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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下
,

中文 尽 期刊作为 国内优秀中文学术期刊的代表
,

面临着优质稿源匾乏
、

学术影响力局

限于国 内的 困境
。

期刊究竟该如何发展呢 笔者认为
,

中文 期刊发展应该
“

立足国 内
、

面向世界
” ,

办刊人在编 辑出版策

略上要积极主动
,

大力加强期刊的网络推广
,

并以读者为中心提高现有论文的质量
,

努力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优质服务
,

更好地

为国 内科研服务
。

关键词 中文 期刊 学术困境 期刊定位 优质服务

“

科学引文索引
”

英文简称 是根据现代情报学家

罗 币 年提出的引文思想创立的
。 “ ”

就其

本身而言
,

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科技人员获取需要的文献信

息
,

帮助科技工作者查阅最新文献
、

跟踪 国际学术前沿
。

期

刊被 收录
,

按文献计量学理论即可认定期刊的学术质量

和水平进人了国际核心期刊行列
。

因此国内很多学术期刊

都在努力进人 检索 系统
。

截至 年 月
,

中国 含

港
、

台地区 期刊被 收录的共 种
,

而其中纯中文出版

的科技期刊不到 种
。

在中国大陆近五千种科技期刊中
,

中文 期刊可谓
“

凤毛麟角
” 。

中文 期刊作为国内优秀中文学术期刊的代表
,

理所

当然应该以发表国内最优秀的论文促进 国内外的科技交流

为宗 旨
。

但是近些年随着 引人科研评价体系
,

指标

逐渐被异化
,

已经成为衡量大学
、

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

学术水平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尺度 〔' 」 ,

我国科研界已经产生了

严重的
“

外刊依赖症
” 〔' 〕。

中文 期刊与国内其他期刊面

临着相同的困境 稿源质量下降严重
、

约稿成功率非常低
、

几

乎成了研究生的
“

练笔
”

场所等等 〔' 」。

缺少优质稿源
,

学术

期刊就失去了生存之本
,

而国内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已经

明确了学术期刊进人市场的时间
。

面对这种现状
,

学术期刊

的办刊人员对于期刊如何进一步发展很困惑
,

为此笔者从中

文 期刊的引文环境分析期刊的现状
,

并对学术期刊如何

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

中文 期刊的学术困境

南京大学 年将 引人科研评价体系的本意是好

的
,

但经过 多年的演变
,

几乎变成 了
“

”

川
,

众多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已 经将
“

发表论文的影

响因子 事实上只是期刊的影响因子 总和达到某个数值
”

作为科研考核的指标
。

这个考核指标在统计上确实简单方

便
,

但却给国内科技期刊界带来巨大的
“

冲击
” 。

按照目前的

科研评价体制
,

如果期刊的影响因子低就会失去对优质稿源

的吸引力
,

而据 统计分析
,

中文 期刊影响

因子普遍很低
。

从投稿角度来看
,

作者纷纷将优质论文投向国外高影响

因子的期刊
,

因为这样做可以名利双收
。

国内期刊影响因子

偏低
,

不论编辑
、

编委如何主动约稿
,

成功率都不高
,

就连 《中
国科学 》约稿也很难成功川

。

而刊登原创性高质量的论文是

学术期刊的精髓
,

只有保证载文的首发性
、

先进性和学术性
,

期刊才具有权威性
,

才能吸引读者
,

被引用率和影响因子才

会高
。

作者选择国际期刊还是国内期刊发布科研成果是他

们的权利
,

但是目前的
“

外刊依赖症
”

却把国内期刊推人了两

难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
,

提升质量是中国期刊人的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
,

由于优质稿源的外流
,

使中国期刊在学术质量上

的开拓更加步履维艰
。

再从引文环境来看
,

中国作者向国外投稿时也更偏向于

引用高影响力的国外期刊
,

很多甚至连他们最早发表在中文

期刊上的相关工作也不引用
。

表 为 收录的中文学术

期刊的 指标 和学科 排名 数据 来源 于
。

从表中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中文期刊的影响

因子普遍偏低
、

学科排名都比较靠后 期刊自引率很高

中国期刊之间的互引对影响因子的贡献 比重非常大
。

而

年
,

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 已经达到 篇
,

比

年增长
,

排美国和英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

笔者利用
。
甫教授开发的引文可视化技术 分

析了中文 期刊的引用与被引情况
,

以 《无机材料学报 》为

例川 图
。

图中期刊之间连线的粗细反映期刊之间的引

文关系强弱
,

可以看出 《无机材料学报 》引用的基本上是国际

著名期刊
,

而被引基本上来自国内相关期刊
。

从期刊的实际

引用和被引情况来看
,

中文学术期刊的学术交流范围主要还

是局限在国内
,

即使是 收录的期刊
,

在国际被引网络中

仍然处于
“

孤岛
”

状态 〔 ,

中国期刊作为双向学术交流的功

,
中国科技期 研究

, ,



能已经失去平衡
,

形成了中国最优秀的成果涌向国际期刊的

单极流向川
。

表 中文科技期刊的 指标和学科排名

期刊中文名称

中国期刊 学科

影响因子 自引率 对影响因 收录期刊

子的贡献 数量

影响因子

学科排名

办刊人该怎么办

中文 期刊缺乏优质稿源
、

学术影响范围仍然局限于

国内
,

这点值得国内办刊人注意和思考
。

首先
,

需要认真思考学术期刊的定位
。

现在比较流行的

观点是 学术期刊应该国际化
,

特别是被 等重要数据库

收录的学术期刊
。

而金碧辉等根据期刊国际化必须具备的

六大基本特征统计分析认为
,

到目前为止
,

还没有一种中国

出版的期刊能够称得上国际化的期刊
。

游苏宁同志也指

出期刊国际化应选择恰当的参照物
,

国内学术期刊发展都

以
, 。

为 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

因此
,

学术期刊首

先应该思考如何定位
。

不同期刊应该定位不同
,

这点期刊界

早有共识
。 “

立足国内
,

面向世界
”

是中文 期刊现阶段比

较合适的发展目标
,

金碧辉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人

的探讨
' 〕。

明确了期刊的定位之后
,

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为读者和

作者服务
,

为国民经济服务
。

中文 期刊对优质稿源缺乏

吸引力已经是事实
,

办刊人员能做的还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

际
,

不断提高期刊现有的质量水平
,

用金牌服务
' ”

服务读者

和作者
。

编辑出版策略要积极主动

学术期刊的出版栏目一般包括综述
、

研究论文
、

研究快

报等
。

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

针对不同栏目可以采取不同

编辑出版策略
。

综述栏 目
,

一定要有深度
、

广度和权威性评

述
,

对于硕士
、

博士以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为基础撰写的综述不

巧`̀、,︸, ,孟,了̀入入︸,物理学报

化学学报

有机化学

结构化学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地球物理学报

物理化学学报

催化学报

无机化学学报

高分子学报

化学进展

分析化学

无机材料学报

金属学报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

进展

植物分类学报

年改为英文版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年被剔除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加 年被剔除

】

内`八 勺山

,

醉

建议刊登
,

因为这些作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经验比较少
,

撰写 究论文
,

按照正常的编辑出版流程处理 研究快报
,

在出版语

的综述在深度和广度上对读者的启发性一般不大
。

《无机材 言上采用英语
,

审稿专家选择国际同行专家
,

利用网络预发表

料学报 》近两年在综述栏 目上花了大气力
,

邀请期刊相关领域 和国际开放获取平台确保与国际著名出版商在出版速度和传

的著名专家学者撰写评论
。

从网络下载量来看
,

特邀评论下 播范围上相当
,

从而增加对读者和作者的吸引力
。

载量明显大于普通的综述论文
。

而研究论文和研究快报两个 大力加强中文 期刊的网络推广

栏目分别服务于我刊
“

立足国内
,

面向世界
”

的发展战略
。

研 科研人员希望学术成果得到同行的广泛关注
,

这就产

中国科技期干
,
」研究

, ,

一 一



生了大家普遍的印象和公认的事实 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

上的引用率不如国外期刊
“ 〕 。

中文 期刊出版语言虽然

是中文
,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还是很多的
,

因为华人

占世界总人口 的 以上
,

在世界各大研究机构和大学承

担的科研比重也越来越大
,

关键还是海外的读者根本看不

到中文期刊
。

如何让海外读者获取中文期刊是首要需要解

决的问题
。

如今发达的网络技术为中文 期刊走向海外

提供了便利
。

据笔者统计
,

中文 期刊基本都有了独立

的网站
,

实现在线投稿
、

审稿
、

全文上网和开放 阅读
。

但是

在浩瀚如烟的网络世界
,

期刊单独上 网在世界上的显示度

非常低
,

是信息海洋中的
“

孤岛
” 。

单纯在期刊网站上开放

阅读的效果是不 明显的
,

必须为全文上网的论文进行

注册和 链接才可能融入国际学术论文出版行列
,

让

国外的读者有可能通过网络检索平台查到我们的期刊 〔川
。

国内相关期刊已经逐步重视发表论文的 注册
。

另外
,

进行论文的 注册也是实现网络预发表的一个前提
。

网

络预发表已经是国际科技论文出版 的潮流
。

国际著名 出版

商
, , 一

出版的学术期刊
,

投稿

经过同行评议和修改后就进行 注册
,

然后全文上网了
,

发表周期已经缩短到三四个月
,

远远快于 国内中文 期

刊
,

这对科技论文的传播非常有益
。

《无机材料学报 》的研

究快报栏目已经全部实现了网络预发表
。

还有一点很重

要
,

中文 期刊应该加强横向联合
,

譬如建立化学类
、

材

料类期刊群共享的网络出版平台
,

提高网络出版 的集成度
,

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
。

以读者为中心提高现有论文的质量

学术期刊最终的服务对象是读者
,

期刊的好坏也是由读

者来评判的
,

因此办刊人应该牢固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

理念
,

在 日常工作中必须提高论文的可阅读性
,

让读者读后

有所启发
。

可是随着国内研究生的不断扩招
,

我们发现研究

生撰写论文的质量越来越差
,

而研究生已经是国内学术期刊

的投稿大军
,

办刊人该怎么办 分析中国学术论文存在的共

性问题 引言笼统
、

不介绍同行工作
、

不介绍已有成果
、

缺乏

研究过程
、

缺乏原创
、

参考文献太少等 〔' ,

其中有不少 问题

可以在编辑工作中加以解决
。

编辑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时
,

应将自己放在审稿者和读者的角度上来提高论文的学术质

量和写作质量
,

想想读者阅读此篇论文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启

迪
,

对他们的研究有多大帮助
。

把握这个原则
,

编辑提高论

文质量就相对 比较容易了
。

参考文献调研必须 比较充分地反映研究课题的现

状
,

很多作者在文献调研方面存在不足
,

没有列出最新的文

献
,

譬如可以建议作者引用国内 期刊 已经发表的相关

文章
。

“

引言
”

部分是科技论文最难写的一个部分
,

必须对

研究背景
、

内容
、

工作的意义有实质性描述
,

要把自己的研究

工作放在国际背景下来介绍
,

不能不顾实际地套上
“

首次发

现
”

等描述语言
,

总结出自身研究工作对现有研究的改进或

发现才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

“

研究过程
”

部分应该给出研究过程 的重要环节的

完整信息
,

结合讨论来解释论文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果
,

让

读者明白此篇论文有什么重要性和创新性
。

这些方面编辑

在退修过程中都可以给作者指出
。

《无机材料学报 》在这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
,

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

“

摘要
”
部分必须充分反映出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成

果
,

才能吸引读者
。

这一点对于编辑来说也许是老生常谈
,

但是对于作者个体却是
“

老生常谈也得谈
” ,

因为作者是不断

更新的群体
,

而且中文 期刊的作者一般都是新的科研作

者
,

没有认识到摘要的重要性或者提炼摘要的水平还很有

限
,

这就需要编辑帮助他们撰写出好的摘要
。

结语

中国科技在不断的发展
,

国内科技期刊遇到了新的发展

困境
,

办刊人应该认真思考学术期刊的定位
,

结合工作实际
,

不断提高期刊的内在质量
,

努力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优质服

务
,

更好地为国内科研服务
。

参考文献

年 科 学评 价 功与 过
一 一

」 。

院士会诊我国科研界
“

外刊依赖症
”

崇拜是误区 【
一

〕 可

蒋高明 中国科学家为谁打工 中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为

发达 国 家 的 期 刊 打 工 〔
一 一

〕 刀
·

叮

李国杰 学术评价应告别 同行评议更公正
一

一 〕

八 耐 刁 一
金碧辉 论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战略 山西大学学报

,

的
,

一

年 中国科 技论文 总量 保持世 界第二 〔
一

一

可

助
, ,

一 一

分

金碧辉 中国科技期刊引文网络 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分析 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
, , 一

游苏宁 期刊国际化应选择恰当的参照物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一

郑芹珠
,

任丹青
,

张慧 我国科技期刊如何获取国际稿件 编辑

学报
, , 一

任胜利 有关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的思考 编辑学报
, ,

一

冯长根 学术论文引用率为什么低 〔
一

一 刀

石 口 刀

刀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