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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创刊年代、期刊类别、主办单位、学科分布等方面阐述了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认为学术影响力偏低、高质量稿

源缺乏、管理体制滞后、显示度较低等是中国科技期刊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对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与被引分析，发

现我国科技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仍相当低下，建议对我国精品科技期刊的培育与支持应该从政策环境、编辑与管理理

念、运行机制等方面给予帮助和宏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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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期刊不仅是科研成果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

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随

着我国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政府管理部门对科技期

刊布局与发展也日益重视〔’，z]。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科技期

刊的现状、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产

出与影响的分析，探讨我国科技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

并就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途径和政府支持方式提出自己的

一些看法。

1一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及面临问题

1.1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

    截至2005年2月底，我国出版的科技期刊数量为4758

种(不包含军队系统)[，〕。对我国科技期刊总体状况的基本

信息统计结果表明(表1):我国科技期刊的创刊年代高峰为

1980一1989年(10年中共创办期刊1769种，占现有科技期

刊总数的37.2%);与1995年相比，我国学术类期刊的数量

有显著的上升(由1353种上升至2058种，占科技期刊总数

的43。3%)，技术类期刊和检索类期刊的数量相对减少，分

别由1995年的2451种和137种下降至1758种和79种;我

国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主要为研究院所、高等学校和学协

会，这三类机构所拥有的科技期刊分别占我国科技期刊总数

的28.8%，25.6%和24.3%;我国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和医药

类期刊的占有量分别约为40%，40%和20%，SCI检索系统

中这三类期刊的数量比例分别大约为45%，20%和35%[’]。

创刊年代‘)

表1我国科技期刊总体状况的墓本信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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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途径无偿提供给用户(读者)，因而可以极大地提高期刊

的显示度，十分有利于提高期刊和论文的被引证频次。然

而，目前我国采用OA出版形式的科技期刊尚为数不多。根

据对《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CJCR，2005年版)所收录的

1608种科技期刊的搜索结果发现[8j，其中只有143种期刊的

全文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免费阅读。对比分析表明，这些期刊

的引证指标要明显高于没有OA的同类期刊。

2 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与影响

    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快速增长已引起国内外科

学计量界及政策分析人士的极大关注[0.’0]。1990年至2004

年间，我国的SCI论文由6055篇上升至45351篇，平均年递

增43.3%;CJCR在同期检索的论文数量由88723篇上升至

311737篇，平均年递增17.4%，CJCR收录的期刊数由l99()

年的1227种上升至1608种，期刊的年平均载文量由72篇上

升至194篇[川。
    尽管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突飞猛进，但论文的引证影响

却一直在较低的水平上停滞不前。May[”〕在国际知名期刊

Science中以“国家的科学财富”为题分析了世界各国科技论

文的产出与影响力，统计结果表明，1981一1994年151计收录

世界各国40以〕余种科技期刊、840多万篇论文、7200多万条

引证条目，其中中国Scl论文的数量份额为0.9%，居世界第

13位，但论文被引次数的份额只有0.3%，相对引证影响

(RCI)为0.27，在79个主要论文产出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

第65位。

    表2为根据ESI统计的1996年一20(拓年主要国家和地

区的论文在同期被引用情况「‘，〕。表2所列的数据表明，1996
年一2(X巧年我国sCI论文的产出数量位居第6位，但篇均被

引用次数只有3.76，在Esl所统计的145个国家和地区中仅

位列第114位。

          衰2 1996一ZIX巧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论文数

              及其在同期被引用情况(据Esl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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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大致可归结为以

下四个方面川:
    (1)数量相对较多但影响力相对较低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在数量上仅次于拥有7以洲)余种科

技期刊的美国[5l，但在国内、国际科学界的影响力仍普遍较

低，具体体现为期刊的文献计量指标较低，期刊被利用的程

度不高。

    通过对151发布的2005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mal

citati。。Re卯rts，JcR)[4]的统计表明，该年度JCR中所有

6089种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和平均总被引频次分别为1.745

和3675，其中我国75种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和平均总被引

频次分别为0.597和681;该年度JCR中总被引频次和影响

因子的最高值分别为404397 (JBiolChem)和49794

(CancerJClin)，而我国75种期刊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

最高值则分别为3859(ActaPhyssin)和2.161(CellRes)。

差距十分明显。

    国内数据库的文献计量指标表明，我国科技期刊的被利

用的程度同样不高。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

技期刊引证报告》(cjcR，20肠年版)[‘」中，所收录的1652种

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和平均总被引频次分别为0.407和

535，所有1652种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最高值则

分别为5828(《科学通报》)和2.835(Pedosphere)。

    (2)缺乏高学术质量的稿源

    由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普遍较低，因而在研究评价

中不被重视，并因此导致大量的高学术水平稿件投向国外科

技期刊发表，优秀稿件的大量外流客观上使得中国科技期刊

的学术影响力很难得到提高。如此互为因果，从而致使中国

的科技期刊处于恶性循环的运作过程中。

    (3)管理体制滞后，编辑的职责和定位不明确

    目前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编辑和编委会的

责、权、利不明确，编辑和编委会缺乏竞争意识和动力，有些

编辑部只是被动地坐等作者投稿，谈不上思考如何参与国际

主流科学交流渠道的竞争，如何把期刊打造为国际性科学交

流的平台。

    (4)期刊的显示度较低

    我国学术类期刊的发行量普遍较低，被国内、国际重要

检索系统检索的期刊数量偏少，尤其是国际性检索系统收录

的我国科技期刊的数量普遍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我国很少

期刊有自己独立的、具丰富信息的网站，从而缺乏向科学界

展示自己的途径。

    随着电子出版物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国际科学界

正在大力倡导并推行一种新的出版模式— 开放存取

(ope。Aceess，oA)出版[，]。以oA出版模式的信息可通过
  一 358一 http://zgkjqkyj.periodicals.net.c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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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文检索系统中，我国科技论文的被引情况也很不尽

如人意。统计结果表明仁川，1999一2003年cjcR收录的

1060293篇论文在2以)4年总共被引用了352047次，平均每

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只有0.33。

3 我国科技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

    中国科协2《x〕4年的问卷调查表明〔‘4〕，我国科技工作者

获取科学信息和情报的渠道分别为(问卷反馈者可同时选择

多项):学术期刊(84.55%的反馈者选择该项)、互联网

(69.3%)、学术会议(65.3%)、工作文件(19.5%)、私下交

往(18.7%)、学术考察(17.5%)、其他(8.8%)。这表明科

技期刊在学术交流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统计表明(表3)〔川，2仪旧年以来中国大陆期刊对我国

SCI论文的贡献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以卫〕年的40.73%

下降至2侧)4年的29.74%)，尤其是我国英文版期刊所发表

论文的贡献率下降更为显著(由2(X刃年的23.17%下降至

2004年的16.56%)。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国际论文的

数量剧增，但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的速度却相对滞后。

表32003年中国scl论文产出的期刊分布【川

年份 论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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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X) (59.27%)

16309(6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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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文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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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2 (21.54%)

7475(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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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科技期刊的引证指标反映出其在国内、国际科学交

流中的作用均比较薄弱，这一方面表现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影

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均相对较低(如本文1.2节所述);另一

方面表现为我国科技期刊的自引率普遍较高。统计表

明〔‘，，1.]，2002年度JCR所收录5876种科技期刊中约有17%

的期刊属于高自引期刊(期刊自引率大于20%)，其中60种

中国科技期刊中有60%为高自引期刊，据此标准，2(X)3年度

CJCR所收录的1576种期刊中有48%的期刊可划归为高自

引期刊。计算结果表明L”]，JcR中所有期刊的平均自引率为

12.4%，其中60种中国期刊的平均自引率为29.2%;CJCR

中1576种期刊的平均自引率为22.90%。

    中国科技期刊的上述引证特点已引起国内外文献计量

界的高度关注。金碧辉等对中国科技期刊引文网络的可视

化分析后发现[9]，大多数中国的scl期刊在国际引证网络环

境中呈“主群”现象，即:中国期刊由于大量引用国际性期刊，

与同领域的国际期刊具较强的相关性，从而融人了国际期刊

的引证网络环境。然而，在被引网络中，大多数中国的SCI

期刊由于与同领域的国际重要期刊相关性较弱而成为“孤

岛”。这表明，中国的大多数Scl期刊表现为单向的信息吸

收和输人，尚未形成信息输人与输出对等的国际学术信息交

流格局，没有真正融人国际学术交流的主渠道。

    国际知名科学计量学家Moed博士曾对我国的SCI论文

和期刊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统计分析〔’7]。结果表明

(表4)，1980一1999年间我国有16种期刊(中、英文版各8

种)先后被scl光盘版收录，这些期刊中绝大多数(多在98%

以上)论文均来源于中国的研究机构，并且所有论文的平均

他引次数只有约0.2，同期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中国SCI论

文的平均他引次数则为1.93。Moed博士因此认为，语种因

素并不是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力低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中、英

文版SCI期刊应划归为地区性期刊，在评价中国的国际研究

行为时，如果包含中国的期刊，将导致中国的论文具相对低

的影响，其结果不能代表中国的国际研究行为。

表4 1980一1999年中国SCI论文和期刊的文献计t指标[‘7]

类 别 论文数 总被引 未引论文

中国中文版期刊

中国英文版期刊

国外期刊

总 计-

8379 3612 90%

作者自引(率)

  2435(67%)

他引次数 篇均他引

1177 0.14

21132 12184 86% 7肠2(58%) 5122 0.24

92015 58%

121526 65%

102762(37%)

112259(38%)

177537

183836

1.9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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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分析和评价我国英文版期刊的影响力，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于2003年开始统计分析中国英文版科技期

刊的被引用情况。统计报告表明〔’8」，2003年度参与统计的

129种英文版科技期刊(目前中国共出版约190种)的被引

情况为:2《X刃一1以】)次，4种(3.1%);l000一200次，13种

(10.1%);200一1(X)。次，20种(15.5%);1(X) 一50次，25种

(19.4%);50以下，67种(51.9%)。对于那些大多数年被引

次数只有数十次(尤其是那些没有被任何检索系统收录)的

英文版期刊，它们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需要采

取何种方式和出版策略来提高这些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学

术交流作用?应该是这些英文版期刊编辑部和相关的管理

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

4 思考与建议

    随着相关的政府部门及国际性出版商对我国科技期刊

的日益关注，我国科技期刊从运作管理、发展条件等方面正

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部分高质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上升

速度很快，所面临高质量稿源缺乏和显示度不高的问题也正

在好转。

    需要强调的是，管理部门在期刊评价中除了重视引证指

标(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等)外，还要综合考虑期刊的发展

潜力(如:期刊的定位是否符合科学交流的实际需要、期刊的

运作与经营方式是否有利于期刊的良性发展等)。对于国际

性精品期刊的培育，还应考虑期刊中作者来源的国际化程

度、读者国际化程度、编委国际化、语言国际化(英语)、编辑

过程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国际的同行评议、国际通用的编辑

规范)，等等。

    考虑到已经实施的、单纯的经费资助方式并没有显著地

提高受资助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及其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z]，

作者认为，相关的我国国际性科技期刊的培育应兼顾以下四

个方面:

    (1)培养或吸引一批具有国际性期刊编辑与出版前沿

意识的编辑人才。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专业知识、

道德修养、英语水平等)的编辑人员，就没有打造国际性期刊

的基础。

    (2) 经费支持与政策支持并重，着力改进我国科技期刊

的运行环境，提倡并鼓励科学家参与办刊。

    (3) 引进和关注成功的编辑与管理理念和出版信息，如

国际出版界的最新动态，国际性期刊的运作模式，与国际性

出版商的合作方式等。

    (4)帮助解决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如

英文文字润色与编辑加工，组建中国的开放存取期刊(OAJ)

网站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献计量指标和科学计量方法

的滞后性，本文所表达的某些观点和认识可能并不能反映现

今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力状况。此外，2005年以来我国有越来

越多的科技期刊与国际性出版商开展密切合作，部分编辑部

同时也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进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因此，笔

者认为将来有必要不断进行类似于本文工作的追踪与比较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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