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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出版行业的困惑和探索
——— ２００８年全球学术出版协会（ＡＬＰＳＰ）国际研讨会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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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２００８年全球学术出版协会国际研讨会。会议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探讨了学术出版如何思考和应对２１世
纪发生的出版模式变革、网络环境、新技术发展、价值定位等的时代性问题。

关键词　　出版行业　国际研讨会　应对策略

　　２００８年９月中旬全球学术和专业出版者协会（ＡＬＰＳＰ－
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继刚结束的“国际学术期刊论坛”（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ＬＪＳ），和２００７年召开的“未来科学研究信
息交流的变革”国际会议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应对本世纪

信息革命的风云变化，探索出版行业的新出路，在英国温莎

城堡附近的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Ｈｏｕｓｅ召开了三天的“２００８全球学术
和专业出版者协会国际研讨会”（ＡＬＰＳ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８）。出席会议的１６０多名代表来自 ＳＴＭ（科
学、技术、医学）各专业学会、科技出版集团、大学出版社、商

业出版社以及与出版相关的技术开发公司和期刊编辑和图

书馆员们。其中ＡＬＰＳＰ会员约占４０％。本次国际研讨会不
象以往，代表们从始至终找不到会议主题，但来自爱思维尔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ａｕｌＥｖａｎｓ“出版者的新选民—民主政治如何遵循
和引领世界新秩序？（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ｉｅ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ｈｏ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ａｎｆｏｌｌｏｗｏｒｌｅａｄ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和自然出
版集团（ＮＰＧ）ＴｉｍｏＨａｎｎａｙ“未来网络出版风险和机遇的不
可 知 性 （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ｓ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ｗｏｒｌｄ）”两个重点报告似乎传达了
出版时代的焦点话题。几天的全体会议各方代表从不同层

次和水平，策略，实践，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探讨了学术出版者

如何思考和应对２１世纪网络环境下的创新项目和价值定位
问题。下面我们参考 ＡＬＰＳＰ的 ＫｕｒｔＰａｕｌｕｓ的英文报告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以及会议负责人之一 Ｎｉｃｋ
Ｅｖａｎｓ提供的会议信息等（ｗｗｗ．ａｌｐｓ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ｒｇ）［２］，对会
议的几个热点话题予以报道，以飨同行。

１　出版创新，价值定位，公益赞助三者的
关系

　　爱思唯尔 ＰａｕｌＥｖａｎｓ在重点发言［３］中呼吁，作为出版

者，希望专业协会以及学会充分发挥功能性作用，联合学术

出版团体，考虑这个团体的共同利益并及时给予公益性的支

持。同时他认为所有出版者的行为是一种进步文化的组成

部分，它包括材料、物质、社会和精神。而信息，作为一种用

来交易的商品，一定会随着使用者需求的增加而不断更新。

因此，随着科技进步，出版商必须应对现实，不断创新，保持

出版商的优势。他还引用了在管理与媒体双卓越的著名主

持人 ＪｏｈｎＨａｒｖｅｙＪｏｎｅｓ的至理名言：“变革管理 －你的行业
要变革什么？（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ｈａｔｏｔｈ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ｔｈｅｒｅ？）”［４］，的确，重要的是知道变革的原动力，作为出版
者，我们不必要深入了解最新的创新技术，但是我们要时刻

了解当今的读者需要什么？我们现在向图书馆提供的已经

不是以纸质版为主的刊物，而是多种媒体介质的出版物。读

者希望通过捷径在大量的书刊中快速找到所需信息，加快工

作流程、提高研究＆生产的效率。简言之，快速获取书刊信
息能帮助他们应对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出版商如何面对

这个现实的世界？根据学术文章发表后在前五年周期内使

用趋势的调查（图１），以及现行出版政策的改革压力，出版
商们已经意识到过去根深蒂固的出版模式必须要被当今实

用主义供求关系所取代。越来越多的出版商正在尝试一种

混合型的经济模式，如已有相当数量的出版商已经同意对

付费作者和机构知识库等提供一种即时或延时市场工具来

开放阅览（表１）。因此坦诚地接受这个时代的变化，迎接挑
战是出版者唯一选择。

图１　文章发表５年期的使用率分布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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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７年全球ＳＴＭ文章开放存取的几种创新模式［３］

开放存取的模式
２００７年ＳＴＭ
文章百分比（％）

评注

作者付费的期刊 １
● 约１６０００篇文章主要来自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ｏＳ，Ｈｉｎｄａｗｉ的期刊
●７０％的作者认为他们不应该付费；其他有基金资助的作者认可付费

有基金或经费资助 ＜１
●１５％～２０％的期刊让作者选择（１５多家出版商）；
●２００７年大约有４０００篇文章获得经费资助。

延迟开放阅览 ７
●１％ 在６个月后；５％在１２个月后；超过１８个月后开放的约占１％；

主要是生命科学和健康科学。

开放文档 ５～６
● 很多期刊允许在线优先出版和手稿上网；
● 爱思唯尔在线优先出版的期刊约５％；手稿在线为１％；在线机构知识库约２％；
● 基金赞助机构，如ＷｅｌｌｃｏｍｅＴｒｕｓｔ，ＮＩＨ，正在不断增加其归档量。

　　坦率地说，完全接收这种意识形态还是有压力的，因为
过去的期刊有价格，而现在免费了。诸如联盟打包式的交易

和在一定时间限制下的开放阅览等方案，解决了完全免费的

问题。但对于政府支持的基金资助研究成果的开放阅览以

及公众事业研究成果的开放存取，出版商对此仍然有压力，

诸如这种开放阅览的改革是否为对所有学科一刀切的模式

（ｏｎｅｓｉｚｅｆｉｔｓａｌｌｍｏｄｅｌ）等问题存有争议。为此，Ｅｖａｎｓ再次
呼吁出版商与专业出版协会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与政策和

学术部门沟通，争取在某些方面取得共识。如欧洲学术研究

的出版 ＆生态环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简称ＰＥＥＲ）目前就致力于为欧洲各政府决策部门
和出版商们有关这方面得以论证且可行的信息。

学术出版的重要顾客来自学术界，我们要努力让他们相

信，作为ＳＴＭ的出版商，我们双方都是学术出版集团里的共
同成员之一，我们都在努力为这个共同团体的利益服务。同

时我们要在为其服务中获取可以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利润，其

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高质量、易保存、高效率和有效益的存

取工具。如果没有出版商的参与，可以想象科研人员要为实

现开放存取付出多少精力和成本？

２　网络的进展和面对的问题

２１世纪，网络出版的时间很短，但人们对它的认知和态
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和 Ｔａｌｉｓ等公司的代
表谈到，我们在初始阶段把期刊文章作为文件放在网络上，

几乎没有链接功能。而现在的文章或重要词汇几乎都可以

作链接 ＆索引：如全文和被引用文章之间前后链接，参考文
献到全文的链接和从关键词到多篇文章的链接等等。网络

革命的日新月异，把１９６９年的超文本和１９８１年媒介物［１］抛

弃的工具重新引入当今的网络链接的创新项目中，如时下集

约化的全球交叉链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就是用唯一通识数字认证码
（ＤＯＩｓ）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期刊及数字化文档集约链接并
穿梭于数据库和使用者之间。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ＥｄＰｅｎｔｚ还谈到公
司目前正在致力开发对小出版商提供的网络交互界面，允许

小出版商更容易地加入参考链接和引用链接，让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
服务面向小出版商倾斜［１］。如今Ｗｅｂ２．０互动状态，以及网
上交通的顺畅流通又将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

２．１　Ｅｂｏｏｋｓ
Ｅｂｏｏｋｓ与传统的电子期刊不同，存在着导航和电子图

书阅读器的技术问题等。还有商业问题，如多少内容免费，

多少内容付费，免费和付费内容的最佳比例是什么等？书籍

在这方面的业绩已稍落后于期刊，但正尝试走向在前面。美

国国家学术出版社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ｅｎｓｅｎ曾经作了一段时间的尝
试，并初步证实开放存取实际上促进了销售，也就是现在在

线销售量已达销售总量的１／３，且有上升趋势。皇家化学协
会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Ｗａｉｎ也认为开放存取对销售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开放存取的控制可传递有用的市场信息，稳定地吸引了一部

分网络读者群。而美国历史协会 ＲｏｂＴｏｗｎｓｅｎｄ表示了对印
刷介质前景的担心。ＡＬＰＳＰ的 ＬｉｎｄａＢｅｎｎｅｔｔ和 ＮｉｋｅＥｖａｎｓ
提出了一种基于知名期刊集合的新电子书刊捆绑销售的联

合模式，以求小的期刊出版商可通过这种联合方式来提高其

影响力［１］。

２．２　期刊许可的法律问题
曾经有一段时间，版权保护很受推崇，对于版权保护和

开放存取的争论非常激烈。现在这些问题仍未能彻底解决，

但作者和读者间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且形成了一些能兼顾双

方要求的体制。很显然，网络的出版正在将个人授权行为

向持续性的标准化条款发展，因此签订开放存取协议和出版

商间产权转让的规范化条款的出台已刻不容缓。

２．３　细节意识
由于语义化网络的繁荣和全球标准机制化的发展（如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相关的配套项目的开发和更新也是与时俱进。
牛津大学出版社 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ｅｄｙｅ认为，出版商和服务商在统
计数据时均需使用统一代码。越来越多的服务商需要

ＣＯＵＮＴＥＲ计算统计数据，因其不仅可以提高网页级别（ＰＲ）
值，还可以促进销售。期刊和数据库规范化地使用

ＣＯＵＮＴＥＲ开始于２００３年，第３版在２００９年秋天施行。依
照要求要严格、统计数据要核查，美国发行量审计局已成为

第一个ＣＯＵＮＴＥＲ的稽核者。已经有利用 ＸＭＬ语言的标准
化统计数据工具，可以更方便地自动集合统计数据［１］。

规范化对很多信息开发同样非常重要，如机构知识库和

相关项目（ＫＢＡＲ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ｌｓ）的研
究小组正在寻求导航来帮助数据供应者优化信息供应链；由

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ＪＩＳＣ）资助的 ｔｉｃＴｏＣＳ项目正在改进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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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研究论文的途径；还有 Ｔｏｄｄ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公司开发的统一文
章不同版本中的标准术语的工具，以及相关的商业性网站的

改革项目。如Ｇｏｏｇｌｅ，在搜索结果中将开放存取的版本放在
前面，并对信息容量日益增长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研

究。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ＮＩＳＯ）正在极力开发机构标识
符，用来支持电子资源供应链、版权管理、图书馆资源管理

和机构知识库等［１］。总之，与此有关的信息不绝于耳，无法

一一细述。

３　机遇与危机

大多的学会组织表达了对学会期刊出版前景的担忧，希

望ＡＬＰＳＰ等要经常给会员定期提供讨论的平台，探讨和交流
经验，共同应对各种变革对期刊生存的影响。对此，英国工

程研究院工程出版社（ＰＥＰ）的 Ｐａｕ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列举了两个抓
住机遇的例子：如 ＰＥＰ出版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两本杂志，均属于英国环境工程学
会下的期刊，原来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这两种杂志在成本

方面依托原单位，随着改革的压力，ＰＥＰ明确提出要两刊提
高财政收入和影响力，要了解对手在出版和商业上的竞争

力，敢于改革出版的商业模式，用期刊管理上的自由来促进

创新，几年来，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利润所得已连续在学
会成员中排名第一，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收入翻了十
倍。两者的在学会的地位都有了巨大的提高。这两个例子

证实，只要期刊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并付诸于实质性的改革，

就可提高影响力。这个例子也从侧面反映学会工作的特点

以及注重改革的必要性。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ＳＰＩＥ）总结了这几年把出版会议专
辑放在了首位的体会。同以往瞄准会议上专家发言出书不

一样，ＳＰＩＥ主动策划、组织会议，从而寻求更多的出版契机。
世界银行出版集团（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ｒｌｏｓ

Ｒｏｓｓｅｌ提出，即使绝大部分或所有的出版物都可免费获取，
也有机会通过交叉链接开发出版物的开放存取空间，从而使

得读者能很方便地获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他们也愿意付

费获取。

总之，机遇和危机同时并存。

４　环境与绿色出版

出版商在出版流程中，如何出于对地球负责，改进出版

媒质或减小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来自爱丁堡大学的 Ｊｏｈｎ
Ｇｒａｃｅ等讨论了一种绿色出版物“ｅ纸”，认为它是一种最小
消耗媒质，应该进一步开发技术去支持它；在线出版应努力

普及化。另外，还可从公司的日常行为入手，节约资源，优化

原材料使用，减少碳排放。

５　学术出版的未来

《自然》杂志ＴｉｍｏＨａｎｎａｙ借用了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ｉｂｓｏｎ的一句
名言［５］：“前途是有的，但不是均分的（Ｆｕｔｕｒｅｉｓｈｅｒｅ．Ｉｔ’ｓ

ｊｕｓｔｎｏｔｅｖｅｎ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ｙｅｔ）”。出版商要应对网络给我们
所带来的深层变化。网络与传统的信息传播途径不同，它在

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作为出版商，需要

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明确自己在网络传播中所应承担的责

任。《自然》努力促进研究者们的相互交流，使用网络新语

言，发掘由网络普及化所带来的机遇。很多《自然》的栏目已

为人熟知。这些栏目的实践都证实了一句话“不去做，就不

可能知道读者需不需要（Ｕｎｌｅｓｓｗｅｂｕｉｌｄｉｔｗｅｗｏｎ’ｔ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ｕｒ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ｌｗａｎｔｉｔ．）”。

Ｈａｎｎａｙ的建议概括如下：使用新词汇；学习新知识；不要
图安逸；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各种动态，尤其在技术手段方

面，要多学，多听，学会接受。这个世界是交流的世界，是崇

尚功能和内容并举的世界，不能一味孤立地去做期刊。出版

商要努力为读者带来效益，给他们带来效益，就意味着可以

盈利。《自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它的有些做法已

获利，有些尚未获利。可以借鉴《自然》杂志已有的一些做

法，试用一些开放软件。

会议最后，９月１２日晚１９：００－２２：００全体代表的晚宴
中，还穿插了２００８年度 ＡＬＰＳＰ出版创新奖和最佳新刊奖的
颁奖活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ｉ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开发的ＣｒｏｓｓＣｈｅｃｋ，其功能为严正学
术风气，彻查学术剽窃赢得了２００８年的最新出版创新奖；同
时２００８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为大学生新创的网络在线电子期
刊“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ｓ”获得了本奖项的荣誉奖；

爱思唯尔２００７年创办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荣获了本
年度的最佳新刊奖；同年创刊的 ＡＣＳＮａｎｏ获得了本奖项的
荣誉奖；

可见２００８年度ＡＬＰＳＰ没有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结束时
还不忘撞击时代的主题 ——— ２１世纪出版业的创新是时代
的潮流！

最后，ＡＬＰＳＰ的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ｐｓｐ．ｏｒｇ）提醒同行
们，２００９年脚步已悄悄接近，明年的会议内容将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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