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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但其中学术类文摘期刊的声

音 很 微 弱 " 事 实 上 ! 早 在 !#$#
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就出

版了方玲# 王国荣的 $文摘学% %
!##& 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桑

良至的 $文摘学概论% %因为作者

是学术研究人员! 其中涉及学术

类文摘较多" 但综观最近十多年

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学术文摘类

期刊的研究大多在 &术’ 的层面

上! 如如何提高文摘质量# 如何

缩短文摘期刊时滞等" 其实! 学

术类文摘期刊还有许多重大的问

题需要研究! 如学术类文摘期刊

的 改 革 创 新# 学 科 及 空 间 布 局 #

相关的著作权保护# 网络背景下

学 术 类 文 摘 期 刊 的 生 存 与 发 展 #

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如何减少

以至杜绝 &关系文摘’# 增加文

摘评价的权威性! 等等%都是关乎

学术类文摘期刊今后生存和发展

的战略性课题%需要相关的研究人

员从实证分析入手! 给出一个切

实可行的理论建议"

(本文作者单位) 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

一# $科学% 杂志概况

美 国 $科 学 % ’!"#$%"$( 杂

志 是 由 著 名 科 学 家 托 马 斯+爱 迪

生 ’)*+,-. /01- 234.+56 于!$$7
年创办的! 是迄今世界上发行量

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周刊" 该杂志

由美国科学促进会 8///96 主办

并负责管理! 后为保证刊物的独

立发展! 杂志社独立出来! 而美

国科学促进会只对杂志社进行宏

观监控" $科学% 主要报道科学

新 闻 # 研 究 成 果 和 科 研 发 展 趋

势! 其办刊宗旨是让科学家掌握

科学前沿发展动态! 紧跟科技发

展趋势" 目前! $科学% 杂志已

经发展成为各国科学家公认的世

界一流的科技学术期刊! 被誉为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

$科 学% 杂 志 的 报 道 内 容 主

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由科技

新闻记者撰稿" 杂志社设有科学

新闻部! 在华盛顿# 东京# 伦敦

等地设有报道员! 同时还有一些

特约通讯记者从伦敦# 巴黎# 柏

林# 布鲁塞尔# 莫斯科# 东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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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回报道! 此外! 每年另有

至少<7位独立记者从世界各地投

送新闻稿件" 第二部分以自由投

稿为主! 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们所撰写的科

学论文和研究简报" $科学%杂志

每年收到=<77多篇稿件! 其中只

有!>?的 稿 件 最 终 得 以 发 表 .!!&/"

每篇稿件从接收到出版周期为@$
>周!对重要稿件!发表周期更短!

例如! 世界上第一例报告艾滋病

的稿件! 是由编辑人员在实验室

里等待实验结果! "@小时内发表

的"周期最长的达@个半月"为精选

最佳稿件! 编辑们直接参加国际

会议! 对所发现的具有独特价值

的研究论文只建议其作者向 $科

学%投稿!但不许诺一定 发 表 .!/"

为了提高效率! 杂志社采用特快

专递# 传真# 电子邮件等传递手

段与作者进行联系" 对于已确定

刊登的稿件#>?需再返回作者 修

改"

$科学% 杂志是按产业化模式

运作的" 从它诞生就没有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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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 而是由科学家们集资由

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该刊现有职

员!"#人! 其 中 本 部 人 员$"%人 !

分别在&%多个部门工作" 这样一

本综合性# 科学性极强的刊物已

经完全做到了自主经营# 自我发

展 " 它 的 发 行 量 总 计’(!"万 册 !

其中图书馆订户&万份! 个人订户

)*!"万份" 在)(!"万订户中! 国外

订户为&!+万个! 其中中国订户大

约(,%个! 估计杂志的读者约"%万

人" 该刊年订费标准为个人))%美

元 ! 单 位!%%美 元! 邮 寄 费-%美

元" 杂志收入中广告收入是大头!

每页广告收入.,,,美元!有时还发

单行本"$科学%每年广告收入&,,,
万美元! 发行收入达)",,万美元!

单行本及其他品牌资源收入",,万

美元! 总计每年收入约*,,,万美

元! 而刊物年总支出大约在!,,,
万美元! 因而杂志每年盈利),,,
万美元! 盈利部分用于世界上对

科技发展有益的事业/)&!0"

$科学% 杂志之所以历经),,
多年的发展历史而经久不衰! 与

其始终保持了刊物的科学性# 先

进性和普及性! 与历届刊物的主

编和管理层人员对科学办刊的执

着精神分不开" $科学% 杂志现

已 被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 1 2345 #
$工程索引% 1645# $科学文摘%

7289# 化学文摘 1389# 俄罗斯文

摘 ’8:( # 日 本 科 技 文 献 速 报

13;2<9# 剑桥科技文摘 13289 等

国际最具影响力的检索系统收录!

具有主宰性的国际影响力! 已成

为科技期刊的知名品牌" 其成功

的经营理念和办刊模式很值得中

国的科技期刊界学习和借鉴"

二# $科学% 杂志的经营理

念与办刊模式

!!准确定位

杂志社依靠世界各国的记者

采集世界各地最新# 最具新闻价

值的科技信息! 通过吸引世界各

地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们把最新的

科技成果论文投给 $科学% 杂志!

报道世界各国最新科研成果和发

展动态! 满足科学家和科研群体

的信息需求" 它的内容定位在全

球最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和信息!

读者# 作者定位于全球最出类拔

萃的科学家们! 包括诺贝尔奖获

得者" 它的定位使它成为全球科

技期刊的领头羊和科学发展的记

录者# 引导者" 它不仅跟踪报道

科技前沿! 而且还引导科研! 把

自己置身于知识创新# 知识推广#

知识应用的中心环节" 由于有好

的内容定位! 就形成了刊物稳定

的读者群! 也为广告定位和营销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重质量# 创品牌

$科学% 把办刊质量视为头等

重要的大事" 杂志拥有世界一流

的编辑队伍! 他们都是拥有博士

学位并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卓有成就的专家) 一流的作者队

伍! 稿件来自美国大学及各实验

室和世界各地优秀科学家的投稿)

同 时 还 拥 有 世 界 一 流 的 读 者 群"

这些一流的作者# 读者和编者共

同创办了这本一流的杂志" 通过

提 高 杂 志 的 质 量 ! 走 精 品 之 路!

塑造了 $科学% 杂志的知名品牌!

使刊物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 再

通过市场经营! 把无形资产转变

成有形的效益" 杂志的质量为其

广 告 和 发 行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基 础"

$科学% 杂志的品牌已成为杂志社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

#!经营理念

$科学% 杂志是按产业化经营

模式运作的" 杂志社通过开展相

关的经营活动! 将赢利用于新兴

科技领域的投资! 从中获得科技

成果深层报道的题材和投资利润!

类似于中国的高新成果风险投资"

从引导科研到投资科研! 他们实

际上是把科技期刊置于知识创新#

知识推广# 知识应用的中心环节!

从产业化的角度看! 这就是以市

场需求 1科学家和科研群 体 的 信

息需求9 为导向! 组织产 品 的 生

产 1引 导 科 研 # 投 资 科 研 项 目 #

创造知识9# 营销 1期刊发行# 知

识传播9! 最终实现为科学家服务

的目标 1推广# 应用9! 因此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知识创新体系和产

业链/)!&0"

$!商业运作与赢利模式

$科学% 杂志的商业运作模式

为* 内容"广告"品牌与资源"

商 业 模 式 就 是 企 业 1即 杂 志

社 9 的价值主张! 是企业 创 造 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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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核心逻辑! 商业模式就是要

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卖什么$
%$卖给谁$
&$凭 什 么 买 你 的 账 ’差 异 化

能力( $
在国外# 尤其在欧美发达国

家$ 期刊经营的商业模式至少有

三种" 卖一次%&&卖内容或广告’

卖 两 次&&&内 容 % 广 告 ’ 卖 三

次&&&内 容 % 广 告 % ’ 品 牌 和 资

源)(
卖三次是指除了销售期刊的

内容和广告外$ 还销售期刊的品

牌和资源( 期刊第三次售卖的主

要 方 式 通 常 有" 重 印 或 合 订 本)

特刊) 图书和光盘) 数据库) 网

站) 会展) 客户名单) 品牌授权

等!

从 *科学+ 杂志的经营收入

分析看* *科学+ 杂志采用的是第

三种经营模式$ 即除了销售期刊

的内容和广告外$ 还销售期刊的

品牌和资源( *科学+ 杂志以期

刊为龙头$ 依靠品牌优势和规模

经营$ 开展相关的经营活动$ 获

得规模效益(

!!人才战略

*科学+ 杂志特别重视培养和

使用高素质人才$ 依靠专家办刊(

杂志社设有由!+名具有博士学位

的专家组成的编委会$ 他们在不

同学科领域都具有独立从事研究

工作的经历( *科学+ 杂志具有

庞大的审稿人数据库$ 审稿人遍

及世界各地( 同行审稿是匿名进

行的( *科学+ 杂志除聘请上述

专家审稿以确保文章质量外$ 还

聘请科学顾问$ 目的是避免科学

专业领域的局限性( 前任主编鲁

宾斯坦认为$ 一流的期刊需要一

流 的 人 员$ 高 素 质 的 编 辑 人 员 )

审稿人员) 管理人员是提高期刊

质量的保证$ 他们把科学事业视

为己任$ 把刊物荣辱视为生命,!$"-(

*科学+ 杂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

依靠这支高素质编辑) 审稿人的

执着追求和为科学事业敬业奉献

的精神(

"!跨媒体发展策略

在科技期刊数字化和网络化

方面$ 美国起步比中国提早不超

过+年$ 技术发展也趋于一致$ 但

美国的应用水平显然比中国高许

多( 这差距不仅有设备) 资金和

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 也有政策

指导)组织管理)职工素质)科学普

及认识程度的原因( *科学+ 杂

志!..+年开始上网$ !../年做到

全文上网$ 并开始出版电子版,!-(

*科学+ 杂志网络版的发展并

没有影响印刷版的发行$ 印刷版

仍大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优势$ 二

者互相促进( *科学+ 杂志网络

版进一步推进了其自身的全球化

进程$ 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和加快

了信息传播速度$ 提高了出版时

效( *科学+ 的网络版与印刷版

互动$ 进一步提高了质量$ 扩大

了影响$ 重塑了品牌与知名度(

三) 对中国科技学术期刊的

启示

*科学+ 杂志的发展历史为中

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借

鉴价值的案例( 除了其品牌化经

营) 多 元 化 经 营) 数 字 化 建 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启示

外$ 还有两点是最值得中国科技

学术期刊借鉴的(

#!管 理) 编 辑) 市 场 营 销 三

权分离

*科学+ 杂志的品牌还得益于

其 高 水 平 的 经 营 管 理( *科 学+

杂 志 虽 隶 属 于 美 国 科 学 促 进 会$

但它只提供经费$ 不直接管理期

刊$ *科学+ 杂志归属一个由科

学家组成的理事会管理$ 理事会

决定期刊报道的重点领域$ 然后

由编辑部组织实施( 根据 *科学+

杂志成功的品牌经营战略$ 中国

科技期刊的管理可以尝试引入理

事会管理体制$ 明确理事会) 编

辑 部 与 杂 志 社 的 分 工 协 作 关 系$

确立有利于科技期刊长远发展的

利益导向机制$ 激励所有编辑人

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自觉地) 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

借鉴美国 *科学+ 杂志的经

验$ 中国的科技期刊要走市场化

经营之路$ 可以引进管理) 编辑)

市场营销三权分立原则( 一般情

况下每个杂志有两个人是不能少

的$ 一位是总经理$ 一位是主编(

公司的管理人员和编辑人员有较

为明显的界限$ 管理人员只管管

$%



理! 编辑人员只管编辑业务! 相

互之间不进行交叉" 总经理全面

负责经营管理工作! 他有权聘任

或解雇主编! 但无权或不能干涉

编辑业务" 他每年向上一级管理

者提出预算! 并在年底接受业绩

的评定" 原则上! 主编在得到总

经理的认可之下! 有权决定聘任

多少编辑人员! 以及他们的收入"

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原则!"#"

!!内 容 兼 容# 学 术 与 普 及 兼

容

$科学% 杂志十分注重内容的

兼容# 学术与普及的兼容& 既刊

登具有高深学术水平的研究论文!

也发表研究简报! 又报道科学新

闻" 这是很值得中国科技学术期

刊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之一" 中

国 的 学 术 期 刊 往 往 太 注 重 学 术!

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内容是单一的

研究论文! 类似一本定期出版的

学术论文集! 导致曲高和寡! 使

得 刊 物 的 读 者 群 受 到 较 大 局 限!

对内容的兼容# 学术与普及的兼

容重视不够" 内容兼容首先是信

息含量与信息质量的兼容" 对出

版者而言! 学术期刊的信息资源

是 其 利 润 源 泉& 而 对 读 者 来 说!

获取大量的# 高质量的信息! 是

购买# 阅读学术期刊的消费预期"

编辑出版者应该树立满足读者消

费预期的观念" 学术期刊的信息

含 量 是 其 特 定 文 化 属 性 的 反 映!

编辑出版者要以传播最新科研信

息# 介绍最新科研成果# 提供国

内 外 最 新 学 术 交 流 动 态 等 大 量 #

快捷的信息吸引读者# 满足需求"

学术期刊的信息质量就是不仅要

快速地获取信息# 组织信息! 而

且还要对纷繁杂乱的信息做一系

列收集# 分析# 综合# 提炼以及

资料化的加工等! 以便生产出高

层次高价值的信息!提供给读者!$#"

这些工作中包含了编辑出版者的

主 观 能 动 精 神! 即 求 真# 务 实 #

开拓" 扩大信息含量与提高信息

质 量 在 学 术 期 刊 中 是 兼 容 并 蓄 #

不可分割的! 并且融于对文化与

科学的发展研究中" 学术期刊的

理论研究中! 既有基础理论又有

应用理论" 对方针政策的探讨中!

既把握前瞻性又突出务实性" 在

这个研究过程中! 信息含量的增

加与优化都可以在学术期刊中表

现出来! 使学术期刊承担起信息

的收集# 加工# 传播的责任"

学术期刊对理论的研究有着

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作用! 这是由

目标市场的读者’’’实际工作者

与理论研究人员的多元需求形成

的" 实际工作者看中理论研究对

工作指导的现实意义! 理论研究

人 员 则 注 重 对 理 论 的 研 究 深 度 !

偏废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读者群

的流失" 注重普及以满足实际部

门工作者的需要& 注重学术以保

有专业学术领域较高层次的读者!

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作为学

术期刊的出版定位! 学术期刊就

由其服务的特定消费对象而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 找准了自己的市

场定位!%#" 学术与普及兼容的意义

在 于 面 向 实 际 工 作 者! 将 部 门#

基层的工作业绩# 实践经验普及

推广! 重在操作性& 面向理论研

究人员! 将最新学术成果# 前沿

问题研究公之于众! 重在深入研

究的引导性" 读者对象的兼容与

理论研究内容上的兼容! 会使得

学 术 期 刊 获 取 更 大 的 市 场 份 额"

而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学术期刊的

生存空间和效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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