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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际科技名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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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一个国家是否有国际科技名刊, 既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体现, 又是一个国家能否形成世界范围内某一学科

科研核心能力的象征。我国科技期刊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国际科技名刊也有其显著的特征。相比之下, 我国科技期刊存在

参与国际竞争意识不强, 经营与管理工作欠科学, 学科的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凸现不够 ,经济基础薄弱和编辑关键

人才缺乏等主要问题。我国科技期刊创办国际科技名刊既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又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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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示: /要尽最大努力,建设-中国期

刊方阵 . ,创出 10- 20个有世界影响的名牌期刊0。[ 1]那么,

什么是国际科技名刊? 它有什么显著特征? 我国科技期刊

与国际科技名刊相比存在哪些差距? 应采取什么措施才能

创办国际科技名刊? 这些问题 ,都有待于我们深入地研究。

一  国际科技名刊的显著特征

国际科技名刊是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编辑出版,有世界

影响, 能提供独创性和原创性, 属国际一流科技信息源, 文摘

率、引文率及利用率高, 代表世界科学研究现有水平和发展

方向的科技期刊。其显著特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国际科技名刊所发表的文稿,其科学研究内容和方

向都是反映国际科学研究中能够代表时代特征的高科技研

究项目, 并反映对世界科学研究具有导引性的超前科研项目

及其研究成果。所载科技信息具有时代特征, 有前瞻性, 能

给人以启发, 科技信息的创新含量高, 是读者心目中当之无

愧的国际一流科技信息源。

二是国际科技名刊所载科技信息都是新发现、新创造,

具有作者的独创性和原创性见解。可以说国际科技名刊论

文的创新性是赢得国际读者, 树立科技期刊国际威望的重要

因素之一。所以对论文的要求必须有创新, /新0含有 /新

鲜、独一无二0两重概念。

三是国际科技名刊面向全世界的读者,其编排出版的标

准规范都执行国际有关规定。科技期刊从版型、封面设计、

版式处理到文章结构、图表制作,乃至中外文字、数字、单位、

物理量、数学公式、化学公式等的处理必须规范, 既要符合国

际有关标准、规定, 又应和谐一致。能让跨国读者在视觉上

感受到形式美与内质美完美统一的基础上, 同时能体味到与

它刊迥然不同的品格。

四是国际科技名刊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读性包括两个

方面:其一是科技信息含 /金0量高; 其二是文章易读易解。

读者,特别是学有所成的著名学者,惜时如金, 不愿将时间耗

在价值不大的阅读上。因而科技期刊能否赢得国际读者,特

别是能否博得国际著名学者的信任和好感, 科技期刊可取科

技信息的多少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可读性的另一表征

是科技论文的表述准确、严谨,行文酣畅顺达, 易读易解。

五是索引价值高。这是科技论文科学价值的反映, 科研

论文被索引频次和数量越多, 说明其理论指导性越强, 或理

论的外延性越好,或应用的普遍性越广;索引期越长, 则论文

寿命越长,说明其科研成果价值越高。国外曾在 20世纪 60

年代初期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获奖前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

作了一次统计,发现被引次数人均 169次, 而一般的科学工

作者仅为 5- 5. 1次;美国 5科学6杂志 1989~ 1990年发表的

文章,在 1991年被引次数达 2万次以上 [ 2]。这充分说明一

种高水平、科技信息密集的刊物, 必然会被相关知名检索期

刊选为检索源刊或核心期刊。反映索引价值大小的另一方

面,是科技期刊的发行量 ,那种认为科技期刊由于专业性强,

读者群就小因而发行量必然相对也小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科学本身无国籍,从事某一方面科学研究的就全球来讲也不

会是少数,如果科技期刊能名扬四海, 订阅者自然不少。美



国5科学6杂志年发行量维持在 16万份, 5美国医学6杂志年

均发行量 40万份,就是很有力的佐证。但其发行量不一定

就小, 关键问题是科技期刊本身提供的科技信息及其表达能

否满足读者的要求, 能否在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二  我国科技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科技期刊解放前仅有 80余种, 至 2008年猛增至

6592种 [ 3] ,增长了 82倍, 科技期刊总体质量也有所提高。

但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刊物却很少,真正可称作国际科技名刊

的一份也没有。这种状况, 既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 5000多

年历史文化、3000多年编辑出版活动历史, 几千万人的科技

队伍和 6592种科技期刊的泱泱大国不相称, 也与我国目前

的科技优势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很不相称。笔者认为, 目

前我国科技期刊创办国际科技名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参与国际竞争意识不强。对如何使科技期刊闯出

国门, 在国际舞台上争雄等问题, 不仅科技期刊界,即使作为

国家、地方期刊的管理部门,也未将此问题好好研讨一番, 列

出可行的实施计划。直到 1994年 9月, 才由原国家科委信

息司副司长陈松生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科技期刊管理工作会

议上第一次提出, 我国的科技期刊今后要 /全面对外,提高我

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0 [ 4]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

仅限于提出口号, 如何提高这种竞争力, 上上下下如何密切

配合, 采取什么措施, 动作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过去

办刊的指导思想是封闭僵化的。其一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计

划经济体制之下, 关闭国门, 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

其二我国的出版业正进入 /转型期0, 如何适应这种局面, 思

想认识不足, 改革措施跟不上。其三还没有探索出如何适应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期刊经营方略。其四编辑关键人才

还在孕育之中, 没有完全成长和成熟起来。

二是经营与管理工作欠科学。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进

步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对此项工

作一直非常重视。但回顾以往工作,在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向

国际科技名刊方向发展方面,管理上缺乏全局统筹思想, 重

点扶持工作不到位, 对科技期刊的发展各级主管部门缺乏协

调一致的战略高度的控制。科技期刊对科技发展和人才培

养的作用为人所共识,但如何从全面的角度, 宏观控制科技

期刊的发展, 有意识随地方经济特色办某个学科领域的核心

期刊, 培养、树立它的代表性、权威性, 以此在我国形成众多

的利用天时地利的各学科的核心期刊, 并在此基础上,根据

地域和规模的大小, 根据各地的不同需要,适当配置同学科

的科技期刊, 都显得很是不足。著名科技核心期刊的形成,

既可充分利用它的特色求得长足的发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办刊现象, 亦可促使早日成为国际科技名刊, 为创办国

际科技名刊打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枢曾指出 /国内期刊

要重视名牌意识, 对已有相当知名度和权威性的期刊要重点

加以扶持, 创出国际上知名度占有一席之地的期刊0。杨乐

院士也指出, 其 /作者要国际化, 审稿也要国际化0。很明

显, 孙枢院士所指 /国际上知名度占有一席之地的期刊0就

是国际科技名刊。杨乐院士的补充态度很明确,就是我们国

家创办的国际科技名刊, /作者要国际化, 审稿也要国际

化0, 这两条是国际科技名刊的要素条件。但无论是哪一种,

都必须要扶持,而且是重点扶持。我们所缺的正是由认识的

不足导致的行动上的差距。科技期刊是精神产品, 也是商

品,这就存在一个如何经营的问题。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计划

经济体制之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读者意

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益意识。

三是对高校学报缺乏科学引导。我国大学科学精英云

集,科研力量雄厚, 每年都要产出大量的科研论文, 其中不乏

高水准的科研成果, 因而也可以说, 大学是我国生产科研论

文的主要基地之一。根据 2008年 12月底有关统计, 我国现

有科技期刊 6592种;又据中国科学院技术情报所在 1989 ~

2001年对全国科技论文的统计, 13年中高校论文占全国科

技论文总数的比重平均为 54%左右。以上数字足以说明我

国高校学报在担负记载、传播、交流我国科技信息中所起的

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占据着一半以上科技论文发表阵地

的高校学报为什么没有一份能够闯出国界, 在国际科技名刊

地盘中占领一席之地呢? 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指导思想是

封闭的、僵化的, 即科技期刊的组、审、编方式没有随科学技

术的发展而发展,随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而

都力求反映本校、本国科研成果的主线不变。我国高校学报

的办刊方针一开始就由国家定了基调, 教育部在 5关于办好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 6中指出: /高校学报是

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0, 自

然科学学报也无一例外地执行同一出版方针。从此, 高校学

报就被封死在各校院墙之内,形成高校学报这一块阵地中各

自为政,难于真正开放办刊的局面。由此可见, 不打破这种

封闭性,占我国科技期刊绝对数量的高校学报就无法走创国

际科技名刊之路。可喜的是,这一问题引起了教育部高层领

导的重视,在 2002年 7月召开了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

讨会,明确提出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并决定启动名刊名栏

工程,激励与扶持学报争创国际科技名刊 [ 5]。

四是没有凸现学科的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历史传承。

科技期刊是学科特色的集中反映, 现在科技期刊市场的竞争

相当激烈,没有特色是没有生存价值的。我国的农学、中医

学和饮食文化是最具地域特征、民族特色的学科, 可以说在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如何让农学期刊突出保持我国精

耕细作等传统农业的特色,医学期刊具有鲜明地民族学科优

势,烹饪期刊反映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等方面, 都需要我们

下很大的功夫去探索。

五是编辑关键人才还在孕育之中。科技期刊之间的竞

争最重要的条件是人才,谁拥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谁就能取

胜。过去的认识是在出版工作中编辑工作最为重要, 现在则

认识到获得强大产业支撑的编辑工作, 更能够达到自己的编

辑目的。编辑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但关键人才正由编

辑 (学者 )型转为融编辑、经营于一体的有鸿图大略的出版

产业型复合人才。这种人才在精通编辑业务的同时, 能够适

应市场经济,具备积极开拓目标市场的市场意识、勇于投入

市场竞争的竞争意识、靠不断提高质量在竞争中取胜的质量

意识、依法充分发挥经营自主权的法律意识。我国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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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就是这种复合型人才。

三  我国科技期刊创办国际科技名刊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首先, 科技期刊始终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科技期刊

的前途在于发展, 只有发展才有贡献, 才有位置,才能得到重

视, 才能解决前进中的一切问题。

发展的问题首先是质量问题。质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

质量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满足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科学研究总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科技期刊的一项重要职能就

是根据科学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需要策划选题。我

国办得好的科技期刊 ,如 5中国科学 6和 5中国国家地理6等

的办刊历史证明: 科技期刊既要以学科为主题设计栏目, 组

织稿件, 更要以问题为中心设计栏目, 组织稿件。从而把理

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把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结合起

来, 把不同科学之间以及文科和理科结合起来, 把出成果和

出人才结合起来。每种科技期刊一定要争取每年都能拿出

几篇有分量、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传世之作。

发展问题无疑包括数量问题。没有数量, 就没有质量,

也就没有效益。在这方面, 科技期刊还要做更大的努力。科

技期刊是精神产品, 也是商品。那么在生产中, 就一定要确

立读者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益意识。在这个方面,

我国的科技期刊和国内的图书出版业、广播电视业和报业相

比有差距, 与国外的科技期刊相比也有差距。现在科技期刊

市场竞争相当激烈。目前我们国家发行量过百万册的刊物

只有 20多家。科技期刊的性质和这些杂志的性质不同, 我

们不能简单相比, 但必须明白, 我们还有努力的余地,还有发

展的空间。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没有发行量的刊

物, 最终没有出路。当然,科技期刊从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

需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但那毕竟是少数, 不可能说保护

所有的刊物, 那做不到, 也不现实。而且保护也只是扶持而

已, 要想通过保护使科技期刊得到蓬勃的发展, 具有旺盛的

生机, 也很难办到。所以, 我们在考虑科技期刊的意识形态

性质、文化性质的时候, 还要考虑到它确实有一个经济效益

的问题。所有精神产品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兼顾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但是完全

不考虑经济因素,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 也是很难坚持的。

其次, 对科技期刊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科技期刊

的发展是需要动力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改革

创新, 是科技期刊保持生机、蓬勃发展的原动力。

一是定位的改革创新。定位准确是科技期刊办刊成功

的根本。所谓定位, 即刊物的读者是谁,你编写的文章, 主要

是给谁看的。定位不清楚, 我们的工作就难免带有盲目性;

定位不准确, 我们工作的效果就难免打折扣。因为大家的杂

志差不多是一样的, 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他对于你这本刊

物, 一年感兴趣的可能只两三篇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

个人都很难会去订这份杂志, 他宁肯复印, 宁肯借阅。因此,

这就要求科技期刊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重新确定好办刊的

方向、性质、宗旨和接受对象。

二是办刊理念的改革创新。科技期刊要办出自己的特

色。所谓特色, 就是要有别的刊物不能替代的方面。如果别

人不能替代你,那你就是重要的,不能没有的; 如果是别人可

以替代的,别人是一流的, 你是三流的, 那就可以有, 也可以

没有。就是说,你的定位应当是一个方面与别人不重复的;

另一个方面虽与别人重复, 但你是比别人好的。如果你有这

两条,你的刊物肯定会有人去看, 去读,去订。如果没有这两

条,就很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人无我有, 人有我

优0。我们的科技期刊应当是一个百花园。办科技期刊不能

只是一个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自己的优势, 不要求

大求全。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刊物多了, 信息获取

的渠道也多了,我们办刊的观念也要随之变化。据了解, 现

在国外和境外类似我国现在包括众多学科的刊物已经很少

了。对于科技期刊来说,都必须要树立一个特色化的发展理

念。树立特色化的发展理念, 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从长远

看,从全局看, 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全国科技期刊可统筹

考虑,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和特色, 集中力量, 由一个科技

期刊牵头,依托全国性各专业委员会、学会, 办科技专业的专

刊。这可以是农学,是物理学, 是医学,是化学等的专业科技

期刊。就是说,利用我们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和学科资源, 办

出自己的特色。这一发展模式有成功的典范, 如中国物理学

会办的5物理学报6、中国地质学会办的 5地质学报 6和中国

医学会办的5中华医学杂志6等, 都有好的办刊经验, 值得推

广。第二就是鼓励若干科技期刊合作, 或叫联合, 组成联合

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比如说, 某三个科

技期刊或者五个科技期刊都很强,每家都有自己的强项, 但

又不是每个专业学科都是全国一流。这样, 经过分工合作,

可以把某专业学科方面的稿件都集中到一个刊物里面去,形

成相对优质的特色, 大家都对这个共同体、联合体发表的科

技论文的质量、水平相互把关、相互承认。第三就是走内涵

发展的道路。这是最实际,目前最普遍可行的。所有科技期

刊在保持现在主办的格局下,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和科研优

势设立专题栏目,走专题化的发展道路。我的这个科技期刊

比较全,但是我有几个栏目, 是全国任何一个科技期刊都不

可比拟的。你要研究这个问题, 就要看这个刊物, 就要看这

个专栏。应该说,专栏的设立, 有助于深化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为科技期刊创造社会声誉, 吸引众多读者。这也是过

去有的科技期刊的成功经验, 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力争每

个科技期刊都有自己的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如我国的中

医学是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学科,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我们的医学期刊就要努力凸现这一民族特色, 只有这

样,才能找到我国医学期刊在国际上的位置。总之, 在激烈

的科技期刊市场竞争中, 要以质取胜, 就必须在特色上下功

夫。

三是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的改革创新。其一是要从科

技期刊的角度进行微观的改革。应该充分地调动编辑人员

的积极性,鼓励科技期刊的编辑参加国内外的科技学术交流

和讨论。科技编辑的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科技眼界。科

技编辑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写出好文章, 但是能够发现好题

目,能够看出好文章, 这就不容易。这个眼界不能关在屋子

里想,它需要交流, 国际国内的交流; 交流多了, 见多才能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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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该鼓励科技期刊的编辑们参加一些国内外的重要科

技学术交流, 鼓励科技期刊的编辑们到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

的相关系所去兼职。在兼职中了解学科的前沿,把握学科的

进展, 洞察学科的趋势。做好编辑队伍的建设工作, 还要积

极地吸引科研院所和高校知名学者到科技期刊兼职。科研

院所和高校的最大优势是人才多,科技期刊的同志可以到系

所去兼职, 做一点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可以吸引知名学者到

科技期刊兼职, 参与选题的策划, 甚至兼做一些栏目的主持

人。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专家, 可以请他来 ,这个特色专栏就

请他主持。不利用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去策划和组稿是

非常可惜的。这些学者名人, 他在科技界有影响, 有联系, 可

以组织优秀的稿源, 他可以跟踪科技前沿。发挥科研院所和

高校的人才优势, 请那些思路比较开阔, 学风比较正,又热心

这项工作的同志, 利用他们的联系, 他们的威望, 设一些栏

目, 选一些题目,组织一些作者。通过学者和编辑的双向兼

职, 通过编辑队伍的专兼结合, 组成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

律严、作风正、懂经营的精干高效的编辑队伍。这样就可能

更主动地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主动地去

组稿、约稿,甚至为了有些重大的选题,可以组织研讨会, 可

以组织专家评审会。如果每个科技期刊每年为组织几篇重

大文章, 比如说能够作为 /科技进步奖0等重大奖项的参评

文章, 至少是可以提名的,组织研讨会、座谈会是必要的。为

了把文章写好, 可以用一个专家的名字, 也可以用几个专家

的名字, 还可以用课题组的名字。我们的编辑也参与其中,

一起研究, 一起工作 [ 4]。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是5中国科学6,

其主编、副主编及编委均为我国一流的科学家, 他们在国内

科技工作者中声誉极高, 在国外也被一些著名检索期刊收

录, 也具有极大的影响, 为我们科技期刊真正地实现名人办

名刊的理想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名刊的前提是名人, 没有前

面这个前提,办名刊是不可能的。其二是编审制度的改革。

鉴于科技成果判断的专业性、科学性、复杂性和严肃性, 科技

期刊应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有关文件的要求, 建立严格、规范

的稿件三审制度。要像5中国科学6那样学习国际科技期刊

界的普遍做法,逐步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科技期刊要严

守科技学术规范,通过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 通过对学者

的他律,引导学者自律。我们科技期刊有一个把关、选择和

导向作用,这是别的方面不可替代的。如果通过我们的工

作,逐渐形成一个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科技学术规则和道

德规范,那我们在科技学风建设上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科技期刊要倡导平等探讨问题的科技学术氛围, 坚持

平实、严谨的文风, 通过对稿件的严格把关, 杜绝抄袭现象,

力戒浮躁情绪。我们要通过科技期刊的编审制度建设, 通过

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形成良好的学风和工作作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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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 ent of Famous Interna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Publication

LUO Chuan- ling

(Hunan Co llege of Comm erce, Chang sha 410205, China )

Abstrac t:  W hether a country ow ns fam ous internationa l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publication is a reflection o f the nationa l sc ienti-f

ic and techno log ica l streng th and is a sym bo l o f the core resea rch capac ity o f a w orldw ide subject. Science- tech per iodicals o f our

country have its own un ique course o f deve lopm en t and our famous in 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 lication also has its sa lient

features. By con trast, our sc ience- tech per iod ica ls havemany prob lem s such as a weak sense of partic ipa ting in internationa l com pe t-i

tion; unreasonable operation and m anagem ent; no emphasizing geographical cha racte ristics, nationa l character istics and h istor ica l cu-l

tu ra l o f a subject; w eak econom ic base; the lack of key ed itor, e tc. I fw e want to launch fam ous internationa l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publica tion, we should take deve lopm ent as the top prior ity and ca rry out a series o f reform and innovation.

K ey words:  Sc ience- tech per iodicals of Ch ina;  famous interna tiona l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publica tion;  core resea rch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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