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学! 报

"#$" %&’$()(*’#"
+,,- ,.
! /0（1）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存取出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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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3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所收录的 /
.,2 种我国科技期刊，搜索并统计分析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开放

存取出版（4567 8996:: 5;<=>:?>7@，("A）现状。结果表明：我国

(" 期刊已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B1 种），但部分期刊 (" 出版

的持续性较差，且大都为单刊 ("，难以形成信息集成的优势；

医学、生物学、农业科学和化学领域中 (" 期刊的数量相对较

多，并且，在同领域中 (" 期刊的引证影响明显高于非 (" 期

刊。认为我国的相关部门不仅要致力于组建稳定可靠的、有较

大信息量的 (" 期刊网站，而且要关注学术论文的开放存档

（4567 8C9?>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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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存取出版（4567 8996:: 5;<=>:?>7@，("A）最基

本的特征为：信息数字化，在线出版和传播，免费获取，

赋予用户宽泛的使用权限［/ 1］。国际上自 +, 世纪 0,
年代初就创建了多种免费的在线版期刊［B］，但 ("A 的

兴起和备受关注开始于 +,,/ 年底的《布达佩斯开放存

取倡议》（H;I856:J (567 "996:: ’7>J>8J>D6，H("’）［+，3］和

其后多 个 专 门 致 力 于 ("A 的 出 版 机 构 的 成 立，如

H>4T6I #67JC8=（ HT# ）、A;<=>9 )><C8CM 4K G9>6796
（A)4G），等等。

+,,3 年初以来，("A 在我国期刊出版界受到极大

关注［+ B，. -］］，并针对 ("A 的产生根源［+，2］、我国科研

人员对 ("A 的认识与反应［0 /,］、("A 为中国科技期刊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B，// /1］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

和讨论。随着对 ("A 认识的逐渐深入，我国有越来越

多的科技期刊开始了 ("A 的实践［/1 /B］。

为了解我国 (" 期刊的总体特征（数量、("A 持续

性、追溯年代、时滞等）、学科分布和学术影响力，我们

于 +,,. 年 / 月和 - 月先后 + 次对《+,,3 年版中国科

技期刊引证报告》［/3］所收录的 / .,2 种我国科技期刊

的 ("A 情况进行了搜索调查。现根据调查结果分析

我国科技期刊的开放存取出版现状。

;< 我国 =4 期刊的数量与上网形式

;> ;< =4 期刊的数量与 =4 出版的持续性 ! 第 / 次

（+,,. 年 / 月）共搜 索 到 (" 期 刊 /.2 种。第 + 次

（+,,. 年 - 月）搜索时，发现其中有 /+ 种（ 占总数的

-R /W）改为非 (" 期刊，有 - 种（ 占 BR +W）期刊的网

站或全文内容无法打开；有 B0 种（ 占 +0R +W）期刊的

全文内容在 . 个月中未更新。同时，第 + 次搜索时发

现新 (" 期刊 B1 种。

尽管出版一段时间后再实施免费获取的期刊也可

称之为延时 (" 期刊（如 OH#、O"T"、AX"G 等），但对本

次发现的 B0 种 . 个月后仍未更新的期刊，由于无法判

断其 (" 策略，因而暂且将这些期刊列为非 (" 期刊；因

此，本文第+ 次实际搜索到的 (" 期刊为/B1 种（第/ 次

中的 /,, 种与第 + 次新搜索到的 B1 种之和）。

上述 + 次搜索结果一方面表明我国科技期刊 ("A
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差（第 / 次的 /.2 种 (" 期刊中

有 .2 种在 . 个月后发生了 (" 出版策略的变化），另

一方面显示开放存取在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中的快速发

展（. 个月中新增了 B1 种 (" 期刊）。

;> ?< 上网形式和地区分布< 根据顶级域名的种类可

将 /B1 种 (" 期刊的上网形式归为以下 B 类：

/）/ 刊单独上网（ 期刊编辑部注册顶级域名），--
种，占总数的 31Y 2W；

+）数刊联合上网（+ 刊或 + 刊以上的期刊共同注

册顶级域名），+. 种，占 /2R +W；

1）依托主办单位上网，+, 种，占 /BR ,W；

B）其他（依托学科信息网、图书馆、出版商等形式

上网），+, 种，占 /BR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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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 期刊的地区分布情况如下：北京，’(
种；陕西，#) 种；上海，* 种；浙江，* 种；广东，+ 种；湖

北、江苏、辽宁，各 , 种；其他 "# 种，分布于安徽、吉林、

黑龙江等 #" 个省市自治区。

!" 我国 #$ 期刊开放全文的特征

!% &" 开放全文的追溯年代" 我国 #$" 种 %& 期刊追

溯年代大多分布在 #*** 年以后（##) 种，占总数的

,(- *.），高峰年是 /))# 年（ 占 #+0 *.），其次是 /))’
年（占 #/0 (.）。追溯年代最长的 ’ 种 %& 期刊为清

华大学学报（#*#’ 年）、数学学报（#*"( 年）、植物学报

（#*’/ 年）、物理学报（#*’, 年）和植物生态学报（#*’+
年），其中前 " 种期刊均将自创刊以来的所有论文全

文开放（共有 #( 种此类期刊）。

统计表明，我国 %& 期刊的开放总期数总体上仍

偏少，截 至 /))( 年 , 月，有 *( 种 期 刊（ 占 总 数 的

(,- #.）的开放期数在 ’) 期以下，只有 /" 份期刊（ 占

总数的 #(0 #.）的开放期数大于 #)) 期。开放期数位

居前 ’ 位的期刊为：物理学报，’*# 期；植物学报，""(
期；半 导 体 学 报，"#+ 期；1234565 7286396 :5;;5<6，/(#
期）；遗传学报，#*" 期。

!% !" 开放全文的时滞与更新情况" 统计表明，#$" 种

%& 期刊中有 " 种采取了网上预出版形式（%& 版超前

于印刷版发表），有 +" 种与印刷版同步，有 ’, 种滞后

于印刷版发表（ 滞后 # 期、/ 期、" 期及以上的期刊数

分别为 /#、#"、/" 种）。我国 %& 期刊网上预出版、与

印刷 版 同 步 和 滞 后 于 印 刷 版 出 版 的 比 率 分 别 为

/- #.、’+0 ).和 "*0 *.。

!% ’ " 开 放 全 文 的 格 式 " 在 #$" 种 %& 期 刊 中，有

+(- ,.（#/$ 种）提供 7=> 格式（ 其中有 #/ 种同时还

分别提供 ?@A:、1&B 或 1CD 格式），其他 #* 种分别提

供 ?@A:（+ 种）、E%F=（$ 种）等格式，表明 7=> 格式

因不受操作系统影响、与印刷版严格一致等优点而被

%& 期刊广泛采用。

’" #$ 期刊的学科分布和学术影响力

’% &" #$ 期刊学科分布! 表 # 列出了 %& 期刊数分布

最多的前 ’ 个学科。可以看出，我国 %& 期刊分布较

多的 学 科 有 医 学（ 占 总 数 的 #+0 *.）、生 物 学

（##- *.）、农业科学（*0 #.）和化学（,0 ,.），这与

G1H 中 %& 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极为相似［#(］。

’% !" #$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研究表明，%& 出版可

以 显 著 提 高 论 文 的 被 引 频 次 和 期 刊 的 影 响 因

子［#$，#, #+］。由于文献引用和引文统计的滞后性，本次

分析中排除了 /))( 年 #—, 月新增的 $" 种 %& 期刊，

重点分析对比 /))( 年 # 月份以前即已 %& 的期刊的

引证指标情况。

表 &" 各主要学科 #$ 期刊的数量

学科名称 期刊数 %& 期刊数

医学 $$/ /,
生物学 ’( #,
农业科学 #"’ #"
化学 "’ ##
大学学报 +) *
其他 +() ((
合计 # ()+ #$"

表 / 列出了各主要学科非 %& 期刊与 /))( 年 #
月搜索到的 #)) 种 %& 期刊的主要引证指标的平均

值。由于无法一一统计 #)) 种 %& 期刊的开放年代，

因而不能定量比较 %&7 对期刊引证指标的贡献率，但

表 / 显示，各主要学科 %& 期刊的引证指标平均值均

显著高于非 %& 期刊。期刊 %& 出版 / 年以后其主要

引证指标的变化、在相应学科中的排名等很值得进一

步研究和探讨。

(" 讨论与结论

! ! 本 文 基 于《/))’ 年 版 中 国 科 技 期 刊 引 证 报 告

（1B1F）》所收录的 # ()+ 种科技期刊，讨论了我国 %&
期刊的数量、持续性、追溯年代、学科分布和学术影响

力等。对于该报告尚未收录的我国科技期刊（尤其是

英文版期刊）、%& 出版对提高期刊显示度和引证影响

的抽样统计调查与定量分析等，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我国有些科技期刊在与国外出版商的合作过程

中，其业已实施的 %& 出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

限制，其潜在影响也需要进一步追踪和关注。

本次统计表明，目前我国 %& 期刊大多是单独上

网，上网的也大多在 #)) 期以下，网站的信息量总体上

还显得不够，很难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显著影响。我

们在搜索中也发现有关机构正在致力于组建具有一定

期刊数量规模的 %& 网站，如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

办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和北京华夏时代（ 中国）投

资集团创办的《中华首席医学网》，截至 /))( 年 + 月，

前者共收录有开放存取科技期刊 ’+ 种（其中 1B1F 收

录 /( 种），后者共收录有 /$’ 种开放存取的医学期刊

（其中 1B1F 收录 /’ 种），但这 / 个网站所收录期刊内

容的更新速率还远不能令人满意，《中华首席医学网》

上 /( 种被 1B1F 收录期刊中有 /# 种在 /))( 年 #—,
月没有更新过，《中华首席医学网》上 /’ 种被 1B1F 收

录的期刊在同期则有 #, 种没有更新过。

因此，我国科研管理的政府机构、文献情报机构或

学会协会在组建稳定可靠的、有较大信息量的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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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主要学科非 #$ 期刊与 #$ 期刊主要引证指标的平均值

学科
非 $% 期刊

期刊数 总被引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 期刊

期刊数 总被引 影响因子 即年指标

医学 &’& ()# *+ &"& *+ *&, "- ##, *+ ..# *+ "*)
生物学 &( .’) *+ &,* *+ *," "" " "*( *+ ,)# *+ *#&
农业科学 "’. )#, *+ ),, *+ *&- # -&. *+ ((, *+ *(-
化学 ’. (## *+ ()( *+ *(. # " "#’ *+ .(- *+ *,.
大学学报 ,’ ’&( *+ ’"# *+ *)( - (’" *+ &." *+ *(-
其他 ⋯⋯ ⋯⋯

合计 " (*- &"* *+ ),) *+ *(" "** ,#* *+ (-" *+ *-"

刊网站中的作用仍有待发挥。国外如巴西科技部国家

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资助的 /0123$，日本科学技术振

兴机构（4/5）组建的 46/5%72 等均已在国际科学界取

得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相关经验可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在 $% 出版中，$% 期刊（实行 $% 的金色通

道———89:; <9=;）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出版中另

一个重要方面是开放存档（9>?@ =<0A1B?），即实行 $%
的绿色通道———8<??@ <9=;，在我国还几乎是空白。统

计［".］表明，全球 #*C 以上的期刊允许其作者将已发

表的论文自行存档于个人网站或机构的知识库，’**&
年约有 "(C 的论文采纳了绿色 $%。近 ’ 年来，国外

的一些政府部门、基金资助机构、高校、研究机构、学会

协会等正大力推进开放存档，以提高各自研究成果的

显示度和影响力，这也是我们将来需要密切跟踪和关

注的国际出版界动态。

%" 参考文献

［"］! /DE?< F+ $>?@ =00?GG 9B?<B1?H：I90DG1@8 9@ 9>?@ =00?GG J9
>??<6<?B1?H?; <?G?=<0A =<J10:?G =@; JA?1< ><?><1@JG［ 2K L
$3］+［’**. "* *,］AJJ>："HHH+ ?=<:A=M+ ?;D L

［’］! 任胜利+ 开放存取（$>?@ %00?GG）：现状与展望［ 4］+ 中国

科技期刊研究，’**(，".（’）："(" "(&
［)］! 李若溪，黄颖，欧红叶，等+ 国际学 术 出 版 开 放 式 访 问

（$%）：!+ 实 践 与 前 沿 问 题 研 究 进 展［ 4］+ 编 辑 学 报，

’**.，",（)）：’), ’&*
［&］! 刘金铭+ 开放式访问期刊的创建及其对传统期刊的影响

［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KD;=>?GJ 9>?@ =00?GG 1@1J1=J1B?［2K L $3］+［’**. "* ’&］+

AJJ>："HHH+ G9<9G+ 9<8 L
［.］! 王应宽，王锦贵+ 基于赢利模式的开放存取期刊出版：

K19N?; O?@J<=: 案例研究［ 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 秦珂+ 开放存取期刊版权保护初探［ 4］+ 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 .*&
［-］! 夏翠军+ 开放存取出版的产生探源［ 4］+ 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 (&-
［#］! 孔繁军，游苏宁+ 关于开放存取出版模式的问卷调查［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李麟，初景利+ 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及发展策略［4］+ 中国科

技期刊研究，’**.，",（)）：)&" )&,
［""］钱欣平+ 开放存取及其为中国科技期刊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李若溪，P9H:=@; Q+ 国际学术出版开放式访问（$%）："+

开放访问期刊“ 作者付费模式”的实践与争论［ 4］+ 编辑

学报，’**.，",（)）：)"( )"-
［")］姜联合，马克平，崔金钟+ 创办 $% 期刊 实现《 植物生态

学报》的跨越发展［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程维红+ 中外农学期刊网站现状调查与比较分析［ 4］+ 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

报告［N］+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N0R?18A N 2+ $>?@ =00?GG S9D<@=:G 1@ JA? T/T 01J=J19@ ;=J=6

E=G?G：=@=:UG1G 9I 1M>=0J I=0J9<G =@; 01J=J19@ >=JJ?<@G［2K L
$3］+［’**& "* )*］AJJ>："HHH+ 1G1@?J+ 09M L

［",］ 3=H<?@0? /+ Q<?? 9@:1@? =B=1:=E1:1JU GDEGJ=@J1=::U 1@0<?=G?
>=>?<’G 1M>=0J［4］+ V=JD<?，’**"，&""：(’"

［"-］ W=<@=; /，K<9;U 5+ O9M>=<1@8 JA? TM>=0J 9I 9>?@ =00?GG
（$%）BG+ V9@6$% =<J10:?G 1@ JA? G=M? S9D<@=:G［ 4 L $3］+ X6
31E N=8=Y1@?，’**&，"*（.）+［’**& "* )*］+ AJJ>："HHH+
;:1E+ 9<8 L

（’**. "* ’. 收稿；’**. "" ’* 修回

))))))))))))))))))))))))))))))))))))))))))))))))

）

《 编辑学报》更改电子信箱

编辑学报自 ’**, 年 . 月起改用新的电子信箱：ESZE[ES\ ".)+ 0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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