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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成就与建设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的目标和路径分析

石红青

（中国林学会 叶林业科学曳 编辑部，北京 100091）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基于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及相关研究成果，把握 叶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的意见曳 精神，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和路径，以提升中国科技期刊的世界话语权和

影响力。[方法 / 过程]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成就，剖析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特征和内

涵，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具体目标。[结果 / 结论]要调整科研评价标准，吸引一流论文投稿，要

推动科技期刊出版集团化发展，要做精做强中文科技期刊，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培养世界一流水平的编

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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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 journals, this paper grasps the spirit of Opinions of Deepening Reforms and Nurturing
World -cla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s, and puts forward the goal and path of building world-cla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world voice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S & T journals.

[Method/Proces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T journal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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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作为科技文献的重要载体袁 科技期刊是积聚前沿尧
尖端科技信息和文献资源的主要平台袁 是一个国家科

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袁 也是科技强国的

重要支撑[1]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显

著进步袁 无论是发行种类还是科研论文数量袁 中国都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期刊大国袁 在办刊质量等方面取得

了长足进步曰 然而袁 令人遗憾的是袁 中国学者的重要

科研成果多数没有发表在国内科技期刊上的现状并没

有改变遥 与发达国家相比袁 中国科技期刊在创新引领

力尧 学术组织力尧 国际影响力尧 人才凝聚力等方面仍

存在较大差距遥 鉴于科技期刊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提

升科技话语权等方面的重要性袁 2019 年 8 月袁 中国科

协尧 中宣部尧 教育部尧 科技部 4 部门联合印发了 叶关
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曳 渊以下简

称 叶意见曳冤袁 提出将以 野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冶
为统领袁 推动中国科技期刊改革发展遥 在此背景下袁
本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成就袁
剖析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特征和内涵袁 将 叶意见曳 提

出的建设目标进行细化袁 并针对目标提出四位一体的

建设路径遥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期刊的发

展成就

2.1 期刊数量稳中有升袁 基本实现学科全覆盖

新中国成立之初袁 全国科技期刊仅约 50 种袁 占比

不足 1% [2]遥 1956要1965 年袁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到约

465 种[3]袁 初步形成了基本完善的科技期刊体系遥 之后

的十年 野文革冶 浩劫袁 中国科技事业遭受重创袁 绝大

多数科技期刊停办袁 1969 年只剩下 20 种期刊[4]遥 改革

开放后袁 1978要1999 年袁 中国科技期刊创刊达 3 180

种[2]遥 2001 年袁 全国共有科技期刊 4 420 余种袁 2003

年增长至 4 497 种袁 占全国期刊总数的 49.5%[5]遥 截至

2019 年底袁 中国科技期刊总量达 4 958 种袁 成为名副

其实的期刊大国 渊数据来源院 叶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

皮书 渊2020冤曳冤遥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数量日益丰富袁 科

技期刊的学科布局也趋于合理遥 从学科领域分布

来看袁 基础科学类期刊 渊1 556 种冤尧 技术科学类期刊

渊2 267 种冤尧 医药卫生类期刊 渊1 135 种冤 占比分别为

31.38%尧 45.72%和 22.98% 渊数据来源院 叶中国科技期

刊发展蓝皮书 渊2020冤曳冤袁 初步形成了以物理学尧 数

学尧 材料学尧 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在国际范围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科技期刊集群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 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实现了从

无到有再到良性发展的转变遥 1949 年以前中国英文科

技期刊仅为 3 种袁 1950要1979 年为 13 种袁 1980要1989

年为 63 种袁 1990要1999 年为 61 种袁 2000要2009 年为

63 种渊数据来源院 叶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渊2017冤曳冤遥
考虑到英文期刊对提升中国科技成果国际显示度和影

响力尧 加强中国科学界话语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袁 中

国科协尧 财政部等 6 部委于 2013 年提出了 野中国科技

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冶遥 截至 2019 年底袁 由中国

相关机构主办并已经取得 CN 号的英文科技期刊共计

359 种袁 分布于 62 个学科 渊数据来源院 叶中国科技期

刊发展蓝皮书 渊2020冤曳冤袁 在数量规模尧 学术影响力尧
出版运营能力等方面均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遥

Chin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world-class S & T journal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pecific goals for China to build the world-class S & T journals. [Results/Conclusions]We should adjust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ttract first-class pape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 & T journals

publisher group, make Chinese S & T journals strong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ditorial team, and cultivate

the first-class editorial team in the world.

world-class scientific journal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tandards; journal alliance; editori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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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办刊质量稳步提升袁 国际影响力逐渐彰显

改革开放前袁 中国几乎没有科技期刊被国际知名

数据库收录遥 改革开放后袁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科技

界的不懈努力下袁 中国科技期刊质量不断提升袁 尤其

在进入 21 世纪后袁 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

科技期刊袁 部分学科的科技期刊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行

列遥 截至 2019 底袁 中国有 281 种英文科技期刊被

WoS尧 Scopus 两个综合引文数据库和 EI 渊工程技术冤尧
PubMed 渊生物和医学冤尧 Chemical Abstracts-ACS 渊化
学冤 MathSciNet-MSN 渊数学冤尧 GeoRef 渊地球科学冤尧
CABAbstracts渊农业冤6 个专业文摘数据库至少一个数据库

收录渊数据来源院 叶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渊2020冤曳冤遥
影响因子是反映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袁 近 10 年

来袁 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增速超过 5%[4]袁 期刊学

术水平和影响力指标呈明显上升趋势遥 1990 年 3 月创

刊的 叶细胞研究曳袁 2017 年影响因子达到 15.606袁 2018

年上升至 15.393袁 2019 年提高至 20.507袁 在科睿唯安

195 种细胞生物学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七袁 在亚太地区生

命科学领域学术期刊中排名第一遥 2012 年 3 月创刊的

叶光院 科学与应用曳袁 在仅过了 6 年后影响因子就达到

13.625袁 在全球光学期刊中排名第三遥 近年来创办的

叶骨研究曳 叶纳微快报曳 叶中国科学院 材料科学曳 叶光
子学研究曳 等期刊均取得不俗的国际化发展成绩袁 不

仅被 SCI 收录袁 在收录当年即进入所在学科的 Q1

区[6]袁 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袁 也为中国科技期刊世界

一流的创建树立了榜样遥
2.3 期刊集约化发展初具规模袁 出版发布平

台逐渐成型

从世界一流期刊的发展历程来看袁 集约化发展是

科技期刊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遥 进入新世纪后袁 中国

科技期刊的集约化发展较为迅速袁 中国航天期刊群尧
中国力学期刊联盟尧 中国医学期刊群尧 中国光学期刊

联盟尧 中国化学期刊集群等一批学科刊群加剧聚合袁
初步形成了以物理学尧 数学尧 材料学尧 医学尧 生命科

学等为代表的在国际范围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期刊

集群袁 集约化发展初具规模遥 部分高校和出版社也积

极探索期刊集约化发展遥 2017 年 1 月 18 日袁 中国科技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成功挂牌上市袁 成为

中国首个上市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袁 年出版期刊 330

余种曰 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相继成立期

刊中心曰 高等教育出版社与中国工程院等机构合作打

造国际学术交流平台[4]袁 初步构建了有一定规模的高水

平尧 国际化的科技期刊集群遥
2.4 期刊数字融合发展势头良好袁 从纸刊走

向多种形态的融媒体

中国期刊的网络化发展初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遥 进入新世纪袁 信息技术尧 网络新媒体快速普及袁
各种媒体相互融合袁 新的传播方式不断出现袁 数字化尧
网络化尧 融媒体成为科技期刊新的传播方式遥 2014 年

8 月袁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叶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曳袁 抓住科技发展机遇袁 顺应媒体融合大势袁 成为科

技期刊界的共识和行动遥 以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

台尧 中国学术前沿期刊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袁 充

分利用新媒体探索发行模式袁 并以数字化平台为核心袁
提升集约化发展能力[7]遥 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袁 有

条件的期刊还与西方出版商进行版权尧 数字出版平台等

多种形式合作袁 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目前袁 以中科院中国

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尧 高教社中国学术前沿期刊网在

线出版平台尧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网尧 中国知网 叶中国

学术期刊 渊网络版冤曳 出版传播利用评价平台尧 万方数

据 渊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冤尧 超星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期

刊平台袁 积极探索网络出版尧 数据出版尧 优先出版等出

版模式袁 打造专业化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袁 并积极利用

新媒体和社交媒体袁 融入学术社区袁 推动移动出版袁 满

足用户个性化尧 精准化信息需求遥

3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特征和内涵

关于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界定虽然已有过相关讨

论袁 但至今仍没有明确和权威的定义遥 杨卫[8]提出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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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重要特征袁 将电子平台尧 旗靓

刊物和开放合作视野作为核心要素遥 朱邦芬 [9]研究认

为袁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内涵指发表一流论文袁 且论文

总体具有高水准袁 外延主要指论文具有较大影响力遥
任胜利[10]将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界定为那些 野真正发表

前沿研究成果和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尧 能得到领域同行

广泛认可的期刊冶遥 张昕等[11]认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要

野承载一流成果袁 策源创新思想冶 野深耕传播渠道袁 铸

就优质品牌冶 野塑造创新文化袁 彰显社会价值冶遥 综合

以上观点袁 本研究认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至少应具有

以下 4 个方面的特点遥
3.1 发表一流的学术成果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能够持续尧 集中地刊登某一

个学科或多个学科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学术论文的载

体遥 以 Nature尧 Science 和 Cell 为例袁 Nature 及时出版

所有科学研究领域的最大进展袁 提供科学家就相关科

学领域的新闻和话题进行报告和讨论袁 Cell 致力于出

版在实验生物学尧 包括但不限定于细胞生物尧 分子生

物等学科在内的非同寻常的重要发现袁 Science 探索前

沿科学尧 工程和有益于全人类福利的全球范围内科技

变革[12]遥 有观点认为袁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能发表最

具原始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袁 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

泛认可袁 学科影响力指标位居世界综合或学科领域定

量统计排名 5%的期刊[13]遥 由此可见袁 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无不强调论文的 野内容为王冶袁 只有优先出版基础

性尧 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和最前沿的科技成果袁 引领创

新发展方向袁 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遥
3.2 拥有一流的编辑团队

一流学术成果是成为世界一流期刊的根本袁 而在

众多学术论文中筛选和甄别出一流学术成果则离不开

一流的编辑团队遥 世界一流期刊的编辑队伍都是强大

的论文 野质检冶 队伍袁 不仅自身学术造诣高袁 了解本

学科的最新国际进展袁 能判断出 野世界一流冶 的论文袁
本身就是审稿专家袁 还能挑选出一流的审稿专家袁 这

也是同行评审的核心遥 以 Nature 为例袁 其编辑团队中

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学位袁 不少编辑还是其所在学科领

域的国际知名学者或著名科学家袁 其专业水平和工作

能力使得他们能随时随地与作者探讨论文的内容以及

学科的热点难点问题袁 并能独自完成论文的审阅[14]遥
3.3 背后有强大资源支持

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不仅需要和国内同行竞争袁
还需要在国际上参与竞争袁 通常需要大型出版商和国

际学术团队作为其背后的资源支持遥 例如袁 世界发行

量最大的科技期刊 Science 的主办方和出版者为成立于

1848 年的美国科学促进会 渊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冤袁 该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

科学和工程学协会的联合体袁 下设 21 个专业分会袁 拥

有 265 个分支机构和 1 000 万成员遥 目前袁 Science 拥

有 5 个子刊袁 分别为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尧
Science Signaling尧 Science Advances尧 Science Robotics
和 Science Immunology遥 Nature 的出版方为国际知名商

业集团要要要英国的 The Nature Publishing Group袁 其母

公司施普林格科学 渊Springer Science冤 是世界上最大的

科学出版商之一遥 由于有雄厚的资本和资源做后盾袁
国际主要出版集团不断加强集群化尧 平台化尧 产业化尧
垄断化尧 平台化运营袁 抢占学术资源袁 逐渐形成精品

期刊群和完备产业链遥
3.4 使用英文在全世界发行

世界一流期刊既然要在全世界发行袁 并产生世界影

响袁 就必须使用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都能阅读的语言和

文字袁 否则就难以迅速传播并得到世界同行广泛认同袁
期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定会受到影响遥 纵观国际上知

名期刊袁 虽然会采用几种不同的语言印刷袁 但均使用英

文作为载体在全世界发行遥 由于英语的使用范围更广袁
虽然国人可能一时难所以接受袁 但纯中文科技期刊很难

在短期内发展为世界一流期刊确是不争的事实遥

4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

叶意见曳 提出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院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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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5 年袁 跻身世界一流阵营的科技期刊数量明显增加袁
科技期刊的学术组织力尧 人才凝聚力尧 创新引领力尧
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遥 到 2035 年袁 中国科技期刊综合

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袁 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遥 根据 叶意见曳 提出的目标袁
同时结合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袁 本文提出建设世界

一流科技期刊的 4 个目标遥
渊1冤 英文科技期刊种类明显增加袁 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遥 与其他语种出版发行的科技期刊相比袁 目前英

文科技期刊无论在期刊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依

然是科技期刊界的主体袁 且这种局面难以在短时间内

改变袁 因此袁 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选择上

应该首先考虑增加英文科技期刊的种类并增强影响力遥
通过对 野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冶 中的目标进行

量化袁 本文提出院 2025 年袁 中国英文科技期刊数量增

加到不低于 400 种袁 2035 年进一步增加到不低于 600

种袁 力争达到 2017 年的 2 倍遥 到 2035 年袁 进入 SCI

一区的科技期刊数量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占据学科或行

业定量统计排名前 10%的科技期刊实现翻倍增加遥
渊2冤 中文科技期刊种类保持稳中有增袁 论文质量尧

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遥 拥有相当数量的世界

一流水平的中文科技期刊袁 既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科

技期刊的目的袁 也是建设手段之一遥 很难想象袁 若缺

乏以母语为载体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国家可以被称

为科技期刊强国遥 鉴于目前中文科技期刊种类已经多

达 4 429 余种 渊数据来源院 叶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

渊2020冤曳冤袁 再增加数量亦非当务之急袁 应将已有中文

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作为打造重点遥 努力在中文

科技期刊上刊发更多的基础性尧 原创性尧 颠覆性学术

成果袁 成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袁
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遥

渊3冤 建成实力强大的出版集团遥 出版系统的高效

率和能力是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外围资源保证遥 通过

建设实力强大的出版集团袁 使中国具备一流的学术资

源组织能力尧 集约化运作能力尧 技术融合发展能力袁
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竞争不落下风袁 形成强大的品牌

影响力袁 能在世界范围内吸纳高端学术资源袁 形成市

场竞争优势袁 有效保证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袁 并能

保障一流的出版和传播效果遥
渊4冤 借助数字出版平台实现高质量传播遥 当前袁

平台建设的技术已较为成熟袁 难度相对较小袁 但平台

所承载的学术资源更为重要遥 应采取措施集成一定数

量规模的高水平论文通过平台发表袁 借助平台实现高

质量的编辑出版服务和信息传播袁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

科技出版与传播的 野短板冶 问题袁 改变中国科技期刊

和学术论文只能 野借船出海冶 的被动局面遥
渊5冤 形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编辑和审稿人队伍遥 编

辑和审稿人是科技期刊质量的守门人袁 通过将一定数

量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吸纳进办刊队伍袁 充分发挥其对

行业学术资源的引领作用袁 形成中国科技期刊体系一

流前沿问题的把握能力和引领能力袁 从而提高中国科

技期刊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誉遥

5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路径选择

针对 叶意见曳 和中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袁
结合教育部尧 科技部 2020 年 2 月 18 日制定的 叶关于

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

向的若干意见曳 渊教科技 也2020页 2 号冤袁 立足中国科

技期刊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袁 本文提出以下四位一

体的建设路径遥
5.1 调整科研评价标准袁 吸引一流论文投稿

发表原创性成果论文袁 特别是原始性尧 突破性的

创新成果论文无疑是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关键遥
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科技实力的增强袁 中国学

者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越来越

多袁 尤其在生命科学尧 纳米尧 化学尧 物理等领域不断

出现世界级的原创成果遥 近年来袁 中国学者发表在各

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连续 7 年排名

世界第二 [15]遥 2014要2018 年袁 内地学者在 Nature 和

Science 上的发文数分别为 147尧 141尧 167尧 199 和 237

篇袁 占全球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9.2%提高到 2019 年的

14.9%[16]遥 另据 Web of Science 渊2018冤 提供的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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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袁 2018 年在被引频次最高的 1%的论文中袁 中国学

者贡献 14.3 万篇袁 全球占比 16.62%遥 由此可见袁 中国

并不缺乏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论文袁 但这些论文中的

绝大部分却首先发表在国外英文科技期刊上 [15]遥 如何

引导和吸引中国学者将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在祖国的科

技期刊上已经成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必须解

决的问题遥
中国学者之所以将国外高影响因子 渊IF冤 的 SCI

期刊作为论文发表的首选袁 主要是因为国内的科研绩

效评价体系过于看重 SCI 论文的导向所致[17]遥 事实上袁
2013 年 5 月发布的 叶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曳 明确反对

使用期刊影响因子 渊IF冤 来评价科研绩效[18]袁 之后包括

Science 和 Nature 在内的众多国际知名期刊都数次发文

强调期刊影响因子 渊IF冤 的局限性袁 呼吁对科研评估

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造和优化[19]遥 叶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

见曳 也提出要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 SCI 论文相

关指标片面尧 过度尧 扭曲使用等现象遥 因此袁 本文建

议改变唯 SCI 论文至上的科研绩效评价体制袁 在基于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基础上袁 综合利用各种指标袁
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办法袁 优化和完善适合

中国国情的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袁 提高国内科技期

刊论文在科研奖励尧 职称晋升尧 奖项申报尧 各级各类

人才增选尧 奖项申报等事项中的分量袁 同时降低国外

SCI 论文在其中的重要性曰 限制使用科研经费支付在

国外 SCI 期刊发表论文的版面费审稿费袁 规定由国内

公共资金支持的科研论文须首先投稿于国内科技期刊袁
以此引导中国学者将研究论文首发在国内科技期刊上遥
5.2 加强资本运作袁 推动科技期刊出版集团

化发展

叶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 渊2020冤曳 提供的数据

显示袁 在中国袁 平均每个主管单位主管 3.84 种科技期

刊袁 平均每个主办单位拥有 1.61 种科技期刊遥 按类型

分袁 中国科技期刊办刊主体大体上分为单位所有制尧
社会团体 渊学会冤尧 小型独立市场主体 3 类袁 办刊主体

涉及部门广袁 市场化程度低袁 尚未实现产业化尧 集群

化发展遥 在中国科技期刊还处于资源分散尧 各自为政

的状态下袁 国际大型科技出版商已经登陆中国市场袁
抢占中国科技期刊资源袁 正是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袁
叶意见曳 提出袁 要 野提升科技期刊规模化尧 集约化办刊

水平袁 推进科技期刊集团化建设冶 野到 2035 年袁 建成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冶 的

目标遥
在中国期刊融合面临资本挑战的背景下袁 为实现

叶意见曳 提出的目标袁 本文建议从以下 3 方面入手遥 一

是建立期刊联盟袁 实行集群化发展遥 通过营建良好政

策环境袁 打破部门和区域条块限制袁 支持若干科技期

刊出版企业跨部门尧 跨地区重组整合期刊资源袁 遴选

部分重点期刊组成期刊联盟袁 推动其做精做强袁 实现

期刊出版资源的跨区域尧 主管尧 主办部门整合袁 打造

期刊集群遥 二是成立科技期刊投资公司遥 借鉴国际大

型科技出版集团的发展理念袁 成立由国有资本控股尧
社会力量参与的科技期刊投资公司袁 有效整合政府尧
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力量袁 通过跨媒体尧 跨行业尧 跨地

域的并购与重组袁 打通产业链尧 重构价值链尧 形成创

新链遥 三是与国际大型出版商合作袁 借船出海遥 世界

一流科技期刊不仅意味着要与国内同行竞争袁 更主要

的是要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优势袁 具备国际市场运作

能力和经验遥 鉴于国内科技出版公司和期刊主办部

门的在国际市场运作方面的欠缺袁 有必要与 Springer

Nature尧 剑桥大学出版等国际知名商业集团和出版社合

作袁 开展联合办刊尧 协同办刊袁 为中国科技期刊搭建

野走出去冶 的平台曰 时机成熟时还可采用跨国收购和兼

并的方式袁 形成世界级的出版和传播平台袁 为中国世

界一流期刊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遥
5.3 做精做强中文科技期刊袁 提高科技和学

术话语权

叶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 渊2020冤曳 显示袁 截至

2019 年底袁 中国中文科技期刊 4 429 种 袁 占比达

89.33%袁 虽然中文期刊数量庞大袁 但还没有出现世界

一流的科技期刊遥 统计数据显示袁 1997要2018 年袁 中

国 SCI 论文发表量与研发投入同步增长曰 但在 2010 年

石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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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袁 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却开始呈下降趋势袁 与

中国研发投入呈负相关袁 且从 2018 年开始袁 SCI 论文

数量超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数[20]遥 在国际检索系统中袁
英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交流传播力要显著强于中文

期刊[21]遥 这些情况表明袁 中文科技期刊发展已经滞后

于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遥 中科院于 2019 年 5 月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中文科技期刊现状与困境的

问卷调查发现袁 93.7%的科研人员认为中国不仅需要中

文期刊袁 而且还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并发挥重要作用袁
但科研人员对中文期刊的满意率只有 7.1%[22]遥

中文是我们的母语袁 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

语言和文字袁 绝大多数中国人用中文阅读和写作会更

加流畅袁 使用中文发表的科技论文在国内传播更快袁
也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袁 从而服务于国家建设遥
因此袁 我们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不能只考虑英文科

技期刊袁 中文科技期刊必须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中拥

有一席之地袁 否则我们将会丢掉在科技期刊领域的传

统话语权遥 建设世界一流的中文科技期刊袁 除了培育

世界一流的中文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和组建期刊联盟推

动期刊集群化发展中将中文科技期刊作为重要组成内

容外袁 还需要至少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遥 一是将中外

科技期刊同质等效落到实处遥 科研人员首选英文科技

期刊的重要原因是评价导向袁 因此改变过分倚重 SCI

的科技评价导向是振兴中文科技期刊的重要手段遥 如

可以考虑在职称晋升尧 项目结题尧 奖项申报尧 杰青选

拔尧 院士遴选等方面除了将中文期刊论文和英文期刊

论文一视同仁外袁 还规定中文科技期刊的论文不能低

于一定比例 渊如不低于 60%冤袁 给予中文期刊足够的尊

重袁 发挥科研评价的导向作用袁 引导优秀论文流向中

文科技期刊遥 二是加强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推广遥 随

着中国综合实力增强尧 科技进步和其他国家学习中文

的人越来越多袁 中文科技期刊已经具备了走国际化道

路的条件袁 中文科技期刊应增强国际化发展意识袁 实

行开放办刊模式袁 与世界一流期刊加强合作袁 参与国

际竞争袁 学会 野与狼共舞冶遥 如开辟外国学者专栏袁 向

国外学者约稿曰 召开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学术论坛袁
邀请国外科研人员参加袁 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加强中

文科技期刊的国际推广袁 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遥
5.4 加强编辑队伍建设袁 培养世界一流水平

的编辑队伍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无不拥有世界一流的编辑队伍袁
而且主编基本上都是某一领域的知名科学家袁 编辑也

多为著名学者[14]遥 无论是吸引高质量论文投稿袁 推动

中国英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道路袁 还是做精做强中文

科技期刊袁 甚至是组建出版集团袁 都离不开编辑的直

接参与和贡献遥 可以说袁 一流编辑人才是引领科技期

刊发展的第一动力遥 与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编辑队伍

相比袁 中国科技期刊的编辑队伍无论是在专业素养上

还是在科学素养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袁 对前沿问题和

重大科学问题往往把握不准袁 且比较缺乏行业资源和

学术资源的整合能力 [20]遥 鉴于高水平编辑队伍在世界

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中的重要性和中国科技期刊编辑队

伍的弱势现实袁 叶意见曳 明确提出袁 采取多种形式加

强编辑队伍建设袁 创造条件吸纳高水平国际编委和经

营人才遥 期刊建设袁 编辑人才建设先行袁 针对中国科

技期刊编辑队伍的现状和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要

求袁 结合 叶意见曳 的指示袁 本文提出以下 3 点措施遥
一是面向全球招募知名编辑和大家遥 打破国内现有的

人才管理体制和机制束缚袁 面向全球广纳贤才袁 创造

条件吸纳高水平国际编委和经营人才袁 尤其是在国际

上知名的主编或编辑大家遥 他们不仅具备建设和管理

世界一流期刊的能力和水平袁 拥有识别优秀论文的慧

眼袁 还往往意味着庞大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吸引力袁 能

为中国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供和凝聚力量遥 二是

重视现有编辑队伍特别是青年科技期刊编辑的培养遥
无论如何引进外部资源和力量袁 必须认清的是袁 人才

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袁
其中尤其要关注对于青年编辑的培养袁 这是科技期刊

编辑培养的重点袁 因为其关系到科技期刊的未来发展遥
一项针对中科院科技期刊青年编辑的调查显示袁 有一

半的青年编辑对工作和待遇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

意[23]袁 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遥 因此袁 无论是新闻出版

管理部门还是科技期刊主管尧 主办单位袁 都要重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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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期刊编辑队伍建设袁 建立科学尧 开放尧 灵活尧 高效

的用人机制袁 为包括青年编辑在内的所有编辑提供良

好的工作环境尧 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规划袁 在办刊过

程中选拔和培养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编辑人才遥 三是

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科技期刊编辑队伍遥 在现有

的人才培养体制下袁 按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标

的要求袁 增设与科技期刊编辑相关的硕博点袁 增加招

生数量袁 制定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培养计划袁 以数量保

质量袁 不断提升潜在编辑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遥 除

了提高薪资待遇外袁 给予编辑行业以更好的发展空间

和更多的奖励和项目袁 如设立国家级的科技期刊编辑

奖袁 以此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加入到中国科技期刊编

辑队伍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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