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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王　 宙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026)

[摘　 要]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实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推进学术期刊

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拓展学术期刊学术传播的时空范围、促进学术期刊学术内容的交流共享以及提升学术期刊编辑人员的

综合能力。 然而,就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实践而言,仍存在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思想理念有待突破、管理机制有待创新、发
展战略有待提升、专业人才有待加强等问题。 由此提出,只有加快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思路理念突破、深化学术期刊数字

化转型的管理机制改革、精细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规划以及重视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复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

推进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实现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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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对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 2021 年,中宣部、教育部、科
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

通知(中宣发〔2021〕17 号)中指出,“通过流程优

化、平台再造,实现选题策划、论文采集、编辑加工、
出版传播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 由此,如何

在坚守传统“质量为本”“内容为王”宗旨的基础上,
顺应数字技术发展潮流,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也就

成为学术期刊更好地进行科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路

径[2]。 换言之,推进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不仅关系

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更关系我国科技和文化的

有效传播,甚至对我国出版产业也具有深远影

响[3]。 然而,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历经数字化期刊和数字期刊两个阶段,其中,数
字化期刊阶段相对较为简单,主要依托数字技术实

现学术期刊由传统纸质期刊向数字化期刊的转变,
其实质在于以数字技术改变学术期刊的传播方式;
数字期刊则是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旨
在依托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彻底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

化转型,尤其是实现学术期刊全链条数字化转

型[4]。 但就实践而言,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并不顺

利,仍面临诸多问题,仍有不少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转

型上处于观望状态[5]。 因而,如何有效地推进学术

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实践为切

入点,在深度阐释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必要性与重

要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存在

的问题,进而探讨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以期为推进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和实现学术期刊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经验借鉴。

一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俨然

成为不可阻挡的基本发展趋势。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

型布局既使期刊的出版形式和出版方式产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还使学术期刊的发展理念和传播模式产

生了深层次的变革。 换言之,数字化为学术期刊迈

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学术期刊自

身发展和国家学术期刊政策导向,都十分重视学术

期刊的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

为期刊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推动学术期刊向集约

化、国际化以及数字化的发展目标迈进;另一方面,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还为期刊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模

式,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实现学术

期刊的创新性发展[6]。 因而,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

型,必然促使学术期刊的学术传播和学术交流迈上

新的台阶,并且伴随着学术期刊的新发展和新要求,
也必然能够促进学术期刊编辑人员综合能力的全面



提升,从而最终实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目标。
(一)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广大读者获取信息

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多数字媒体追求更

为便捷的信息传播方式。 同时,学术期刊的呈现形

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数字期刊、数字阅读以及数

字检索已然成为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

势[7]。 一方面,从数字技术优势来看,数字技术能

够增强学术期刊的时效性以及拓展学术期刊传播范

围,比如,中国知网作为我国学术期刊论文的电子数

据库,为广大读者第一时间提供最新的学术期刊论

文检索,打破了传统学术期刊纸质传播的范围限制。
另一方面,从广大读者阅读方式来看,越来越多的读

者不再选择传统纸质的阅读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学术研究者对于传统纸质学术期刊订阅越来越

少的重要原因所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要求学术

期刊必须要推进数字化转型[8]。 比如,很多学术期

刊传统纸质期刊发行量持续下降,导致期刊发展陷

入重重困境。 同时,在国家顶层政策设计层面,早在

2010 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印发了《关于加快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

推进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 随后如何推进学术期

刊的数字化转型更是成为国家顶层政策设计的重要

组成部分。 故而,无论是数字技术发展,还是读者阅

读方式变化,以及国家顶层政策设计,都要求学术期

刊要尽快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
(二)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数字技术不仅为学术期刊带来全新

的发展机遇,还为学术期刊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
因而,数字化转型对于学术期刊发展的重要性已然

不言而喻。 具体而言,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拓展学术期刊学术传播的时空范围。 在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之前,大多数学术期刊主要将

关注点落脚在论文选题、修改以及编校等学术内容

生产方面,将学术内容质量作为学术期刊的最基本

发展原则,全力提升学术期刊的学术生产能力,从而

导致学术期刊多局限于特定学术群体,严重脱离广

大读者。 但随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学术期刊

不仅成为学术生产的重要载体,更是成为推进学术

传播的重要载体,既为前沿学术研究联系社会实践

提供了重要的联结纽带,也为广大读者了解前沿学

术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9]。 二是有利于促

进学术期刊学术内容的交流共享。 对于学术期刊而

言,促进学术内容的交流共享亦是其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基础。 在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之前,编辑、
读者、作者以及审稿专家往往难以进行实时学术交

流共享,但随着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的搭建,编辑、
读者、作者以及审稿专家可以实时借助数字化平台

实现学术交流共享,即编辑作为读者、作者以及审稿

专家的联结纽带,在数字化平台的帮助下,既可以为

读者提供最新的学术论文,又可以帮助作者进行快

速审稿,还可以将审稿专家意见及时反馈给作者,还
能为三者之间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进学术内容的

交流共享[10]。 三是有利于提升学术期刊编辑人员

的综合能力。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对传统编辑人员

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原先学术期刊编辑人

员主要需要具备组稿、采集、编写、排版、印刷等编辑

能力,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要求编辑人

员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数字技术,提高学术期刊编辑

效率,还要求编辑人员能够实时捕捉广大读者多元

化需求,推动学术期刊改革创新。 因而,在数字化时

代背景下,需要学术期刊编辑人员能力更加综合,能
够主动应对新变化和新要求。

二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虽然大多数学术期刊已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升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

验,但与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相比,当前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仍存在诸多问题。 不少学术期

刊在思想理念以及管理机制上仍然固守传统发展理

念和发展模式,致使数字化转型思想理念难以突破,
管理机制也难以创新,进而导致很多学术期刊数字

化转型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以及复合型的专业人

才。 具体而言,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主要存在以下

四个方面问题。
(一)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思想理念有待

突破

尽管很多学术期刊已经意识到推进期刊数字化

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就大多数学术期刊思想

理念来看,与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相比,
仍存在较大差距。 既有研究表明,好的思想理念是

做好学术期刊的基本前提,没有好的思想理念,必然

也就无法做好学术期刊[11]。 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

化转型,关键还是在于学术期刊能够形成较好的思

想理念。 然而,当前很多学术期刊在思想层面仍然

不够重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比如,有的学术期

刊编辑在思想上并不主动学习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知

识和技术,简单地认为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就是为

期刊建立数字化平台即可。 还有的学术期刊编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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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为做好学术论文的编辑校对工作即可,学术期

刊数字化转型与其无关。 换言之,当下很多学术期

刊编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备相应的“数字素养”,
即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无法适应当前数字化转型的

基本要求[12]。 甚至很多学术期刊负责人在思想观

念上仍固守传统学术期刊发展要求,难以适应数字

时代背景下的新要求和新变化,致使学术期刊数字

化转型陷入停滞不前或缓慢发展的境地。 比如,不
少学术期刊负责人更多只是将数字化作为辅助学术

期刊发展的技术手段,因而他们认为学术期刊发展

的本质还是在于做好学术内容的编辑,不是特别重

视期刊的数字化转型。
(二)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管理机制有待

创新

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学术期刊主要依托于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不仅导致学术期刊跨单位、跨学

校的深层次合作存在诸多障碍,还导致学术期刊在

资金上主要依赖于主管单位,学术期刊的自主性受

到严重影响,进而导致很多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也

受到主管单位行政管理机制的影响,特别是主管单

位行政领导的想法很容易左右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

型[13]。 比如,有些学术期刊主管单位行政领导认为

期刊应该完全服务于学校发展,所以在推进学术期

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求期刊完全紧跟学校发展

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限制了学术期刊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的自主创新。 还有些学术期刊主管单位

领导为了减轻单位财政负担,认为学术期刊数字化

转型应紧跟市场,要求学术期刊部门应依靠自身收

益推进数字化转型,这就导致很多学术期刊完全以

获取收益为目标,随意收取论文版面费,甚至存在买

卖论文的现象,但这些收取的费用,学术期刊为了保

证编辑人员工资待遇,也并不会投入太多的资金用

作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导致学术期刊数字

化转型升级缓慢,学术期刊的发展质量也出现明显

下降。 比如,有些自负盈亏的学术期刊被评选为中

文核心期刊后,持续上调论文版面费,有的学术期刊

甚至出现一年内论文版面费上涨两三倍的情形,这
些学术期刊在获得较大收益后反而认为,与其将有

限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投入到数字化转型之中,不
如将其投入到学术期刊等级的评选之中。

(三)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有待

提升

虽然不少学术期刊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方面已作

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就实践而言,大
多数学术期刊对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整体的、长期的

发展规划,甚至不少学术期刊对于如何真正实现数

字化转型升级,根本就没有相应的长远发展战略。
一方面,很多学术期刊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规划

主要聚焦于将期刊纸质出版模式与数字出版模式有

机结合,至于有机结合之后,如何依托数字技术发展

自身,这些学术期刊便不再进行相应的发展规

划[14]。 比如,不少学术期刊获得国家经费资助后,
多只是将过去几十年的纸质资源数字化,至于未来

如何推进更好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些学术期刊基本

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规划。 另一方面,不少学术

期刊将自身数字化转型主要依托于其他较大的数字

化平台,导致期刊自身特色难以真正融入数字化转

型的发展战略。 比如,不少学术期刊为了方便省事,
都选取名气相对较大的同一家数字化平台公司为其

设计期刊数字化平台,这就导致很多学术期刊数字

化平台千篇一律,毫无期刊特色可言,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限制了学术期刊的自主创新。
(四)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专业人才培养有

待加强

随着学术期刊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专

业人才对于学术期刊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即学

术期刊数字化需要编辑人员既具备传统学术期刊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扎实的数字化知识和技

能[15]。 从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来看,很多学术期刊

虽在形式上已经换上“数字外衣”,但其编辑人员仍

多只是编辑校对方面的专家,缺乏必要的数字化知

识和技能。 比如,有些学术期刊稍微年长一些的编

辑人员,完全不关心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导致

这些编辑人员总是认为数字化应该是期刊技术人员

的工作,与他们这些专业编辑人员毫不相干。 同时,
学术期刊部门在其所属单位往往多处于边缘部门,
很难有足够的资金聘请到既懂专业编辑又懂专业技

能的复合型人才[16]。 比如,有些学术期刊在复合型

专业人才较为匮乏情况下,仍出现多年未引进专业

人才的情形。 总而言之,学术期刊数字化专业人才

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已制约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

转型。

三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当前,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多

问题,意味着运用数字技术,加快推进学术期刊的数

字化转型,仍然任重而道远[17]。 特别是不少学术期

刊在思想理念和管理机制上仍存在难以有效适应数

字化转型发展要求的问题,预示着学术期刊推进数

字化转型的路径需要进行全方位优化。 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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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正推动学术期刊从思想理念到管理机制

发展战略的全方位变革,这也就使得学术期刊要在

这些方面紧跟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推动学术期

刊发展模式实现深层次的变革[18]。 同时,伴随着学

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稳步推进,如何凝聚复合型的

数字化人才,并将其转化为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

资源优势,更是学术期刊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所在。
(一)加快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思想理念

突破

在当前数字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思想理念陈

旧,整体的数字化转型意识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严重阻碍了学术期刊的发展。 尽管我国大多数学术

期刊都已按照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要求建立了数字化

平台,但学术期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存在思想理

念较为保守的问题[19]。 由此,加快学术期刊数字化

转型的思想理念突破成为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当务之

急。 首先,作为学术期刊的主管单位负责人要在思

想意识上充分重视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
必要时能够在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上给予学术期刊

数字化转型充分的支持。 其次,学术期刊的负责人

要在思想上打破固守传统期刊发展理念的做法,坚
持与时俱进的新发展理念,牢牢抓住数字化的技术

优势,从根本上促进学术期刊的改革创新[20]。 最

后,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也要在思想上突破传统只

做好学术内容编辑思维的局限性,主动适应学术期

刊数字化转型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并在心理上积极

做好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准备。
(二)深化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管理机制

改革

如何有效推进学术期刊的管理机制改革始终是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由于很

多学术期刊主要依托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如何

减少所依托主管单位的行政干预,真正实现学术期

刊的独立自主,成为学术期刊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

方向。 学术期刊的独立自主并不是说期刊要完全独

立于所依托的主管单位,而是主管单位更多以引导

者或辅助者的角色鼓励学术期刊积极推进期刊的数

字化转型。 一方面,学术期刊要明确内部的责权利

关系,特别是主管单位行政领导要减少对学术期刊

数字化转型的不合理干预,充分赋予学术期刊自主

发展权利,让真正懂得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负责

人推进期刊的数字化转型[21]。 另一方面,有条件的

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逐步实现与市

场接轨,依托市场机制实现学术期刊学术内容的更

广泛地传播和应用。 如此,才能在确保学术期刊自

主发展的基本前提下,逐步推进学术期刊与市场机

制接轨,从而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资源的最优

配置。
(三)精细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

规划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做好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

发展战略规划已成为实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前提。 现实中,很多学术期刊多只是将数字化作

为期刊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忽视了数字化其实已

然成为学术期刊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

如何精细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规划更是

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故而,学术期刊在推

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从学术内容提升、学术传

播影响以及学术实践应用等多个方面精细学术期刊

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规划。 在学术内容提升方

面,既要坚守学术期刊“内容为王”的发展初衷,又
要依托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术期刊学术内容质

量。 在学术传播影响方面,学术期刊在发展战略规

划上要能制定短期与长期发展目标,短期则重视专

业学术领域的学术传播与影响力的提升,长期则重

视普通社会大众领域的学术传播与影响力的提

升[22]。 在学术实践应用领域,学术期刊更要有计划

逐步推进学术成果的实际应用,充分发挥学术期刊

作为联结学术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平台作用,从而推

动学术期刊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

目标。
(四)重视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复合人才

培养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还是专业人才的培

养,特别是既懂专业知识又懂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

才的培养,这对于学术期刊能否成功实现数字化转

型升级至关重要。 首先,学术期刊要重视编辑人员

的复合能力培养。 学术期刊可通过邀请专家指导、
专业课程培训以及同行内部交流等方式迅速提升期

刊编辑人员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特别是要将数字

化的创新理念转变为编辑人员的综合能力。 其次,
学术期刊要制定完善复合人才引进规划。 学术期刊

在重视编辑人员综合能力培养的同时,更要重视期

刊人才队伍的更新,特别是要重视现代数字化复合

人才的引进,从而为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注入新的

活力[23]。 最后,学术期刊要推行复合人才目标责任

制度。 学术期刊推行目标责任制度重在提升期刊编

辑人员主动学习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积极性,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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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目标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术期刊编辑人

员能够主动推进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从而最大

化地发挥复合人才的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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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Academic Journals

WANG Zhou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is beneficial for ex-
pand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scope of academic dissemin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promoting the exchange and sharing of academ-
ic cont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needs to be broken through,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needs to be innovat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only by speeding up the breakthrough of
ideas and concepts of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deepen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reform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refin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
nals, and emphasizing the effective path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can tru-
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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