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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现
状，并从科技期刊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等方面综述我国科技

期刊界关于期刊对外工作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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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贸易的全球化和出版的国

际化使得出版资源开始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许多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国外出版集团，如美国的麦格劳 希

尔公司、读者文摘公司、亚马逊集团、英国的皮尔森公

司、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加拿大的汤姆森公司等［１］

都通过版权交易或合作出版等途径，纷纷走进中国。

一些国内科技期刊也在探索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将我

国的科技期刊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笔者试图

对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旨在为当前科技期

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我国科技期刊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现状

　　笔者以《中国期刊网》（ＣＮＫＩ）为资料源，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有关科技期刊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
的研究成果进行搜索，结果得出相关论文６８篇。分析
发现，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较少，２００１年我国“入
世”后有所增加，且近年来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趋势。

１１　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
１）刊源国际化的研究。向飒［２］指出，期刊来源国

际化包括作者、编委及审稿专家的国际化。刘建超［３］

认为，科技期刊形式的国际化包括论文作者、编委及审

稿专家的国际化，期刊语种的国际化，论文编排的国际

化，出版发行的国际化。薛培荣等［４］与上述观点一

致。吴成福［５］在对国外期刊的出版趋势进行研究后，

指出我国期刊出版的发展方向是，论文作者的国际化，

期刊语种的通用化，论文编排的规范化，出版发行的全

球化等。陈念生［６］也指出，作者国际化、审稿专家国

际化、编委会组成国际化是提高期刊国际化的努力方

向。陈斌［７］对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期刊的差距进行

了论述，指出我国科技期刊要实现办刊国际化，应实现

编委会和编辑部的国际化、稿源和论文质量的国际化，

研究学术热点，组织专题论文。周宇等［８］认为，科技

期刊国际化是时代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并从科技

期刊编辑出版标准化、稿源国际化、编审国际化等几个

方面论述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走势，在此基础上分

析我国科技期刊国际进程中所面临的处境。

２）国际交流方式及途径的研究。房美丽等［９］认

为，我国科技期刊寻求交流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国际会

议、出国考察或邀请专家、学者来访几种途径来实现。

胡青［１０］认为，应以我国英文版期刊为首，在海外建立

学术交流窗口，利用访问学者、留学生代理常务工作；

主动与国际上的著名大学、科研机构、权威期刊等建立

稳定的期刊交流与订阅关系，定期向国际知名图书馆

赠送样刊；主动与世界主要的检索、评述杂志联系，促

使期刊进入６大检索系统。匡少平等［１１］与之观点相

同，同时还指出，由于论文中的插图和表格也是对外传

播科技信息的重要媒介，因此也要增设英文图表，用国

际公知公用的符号。佟惠娟等［１２］进一步指出，扩大对

外交流还应重视刊物的英文标示，包括做好英文题名、

英文关键词、英文图题、英文表题等标示工作。

３）为实现国际交流的编辑素质和能力的研究。
赵宏敏［１３］从科技期刊国际化对人才的要求出发，认为

编辑人员除了具备必备的学科专业知识、语言文字能

力和编辑规范运用能力外，更要具有全球的视野和开

放的观念，具备并提高适应国际交往和竞争需要的能

力和素质，包括英语应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信息

处理能力、创新能力、继续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

质。贺文等［１４］与其观点一致，同时还指出，加强对外

交流与宣传，也是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有效途

径。潘小玲［１５］在分析科技期刊编辑能力现状的基础

上，指出科技期刊编辑英语能力、现代化操作技能和捕

捉信息能力的提升是当务之急，是适应期刊国际化的

需要，并对如何提升这３种技能做了简述。赵广平［１６］

认为，中国科技期刊要走向世界，必须实现期刊语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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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接轨、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等。刘改换等［１７］针对

科技期刊国际化进程的要求，提出了编辑人员应具备

的３种意识，即学术性意识、国际化意识、知识更新意
识，认为开拓创新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审美和心理分

析能力及外语应用能力等是编辑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４）编排标准及国际检索的研究。郭保民等［１８］认

为，拓宽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渠道，首先应严

格执行ＩＳＯ编辑标准，与国际接轨；要加强相关学科期
刊的交流；要争取被国际６大检索系统收录；出版世界
通用的文字（英文）期刊或加大中文期刊的英文摘要

的数量。郭辉［１９］与其观点一致。吴成福［５］也认为，编

排规范化是科技期刊走向世界的基础，有利于国际交

流以及被国外著名的检索系统收录。这方面的相关研

究比较多，观点也不甚一致。

１２　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
１）国际合作方式的研究。衣彩天［２０］指出，所谓国

际合作出版，是指不同国家的出版机构共同在世界范

围内开展出版物编辑、排版、印制、发行等活动，在这全

过程中合作完成其中某１环节或某几个环节，同时认
为国际合作出版形式多样，包括一些版权上的合作、选

题策划与书稿编写过程的合作、成书销售、代理性业

务，等等。徐明强等［２１］认为，中国图书走向世界可以

有以下做法：原版图书出口、版权交易和合作出版。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国际版权合作部高级副总裁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２２］、周蔚华［２３］也持有相同观点，前者并

就授权方及被授权方的义务和合作协议中应注意的条

款进行了说明。魏玉山［２４］、王化鹏［２５］、赵玉山［２６］、张

洪波等［２７］、谭学余等［２８］认为，贸易方式是中国出版走

向世界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出版物直接出口、向国外

转让版权、与国外有关机构合作出版及在国外设立出

版机构。许淳熙［２９］指出，图书馆的国际合作包括文献

合作、人员合作、联合办刊、项目合作、文化交流等５种
形式。冯洁［３０］指出除此之外的另一种合作出版的形

式，即合作出版权。袁芳［３１］认为中外合作的模式有很

多种，并着重从版权贸易、广告代理、文化传播发行公

司、合资经营这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２）版权贸易方面的研究。张俊超［３２］指出，版权贸

易是指出版物的版权拥有者，通过某种合法的途径和

方式，向购买版权的一方实施有价转让的贸易行为。

他将我国同其他主权国家所进行的版权贸易活动称为

国际版权贸易。武迎新［３３］指出，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

逆差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科技发展水平、国

家综合国力、文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等因素，同时对其

他因素进行了分析。王锴［３４］对版权贸易标的物价格

的确定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有标的

物本身的因素和贸易环境的因素。孟超等［３５］研究指

出，在版权引进过程中，应当从宏观上做到 ３个“坚
持”，同时对引进版权的具体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进

行了研究。董轶［３６］对我国版权贸易和国际合作中的

着手点进行了阐述，认为应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特色有

的放矢地引进版权；要密切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多元

化的合作方式等。刘晓滢［３７］认为，我国在对外版权贸

易中要“转守为攻”，要“利用制度”成本而“规则制

胜”，同时指出要注重文化产品的对口性、多渠道融

资、培养双语译著人才、利用外方经济人等版权贸易实

用手段。吴斌［３８］对欧美国家的对外版权贸易的特点

进行了研究，包括多样化的版权贸易形式、专业化的运

作程序和方法、专门化的版权贸易组织和高素质的版

权贸易人才。申蔷［３９］对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途径进

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出版业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定

的地位，必须从宏观和微观２个途径来完善自身。罗
大庆［４０］则主要围绕如何利用版权代理公司开展对外

贸易进行研究，认为要充分了解各版权代理公司的基

本情况和特色，熟悉版权代理公司代理的工作内容，要

保持与版权代理公司的经常联系，在此基础上可委托

版权代理公司输出版权。

３）国际合作发展趋势的研究。许力以［４１］认为，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合作出版的地区发生了很大

变化，合作选题不断扩大，合作出版的版权问题也更加

复杂；同时认为，要扩大对外合作领域，应在选题、装帧

和英语水平上下工夫。

１３　国际合作办刊应注意的问题　陈波［４２４３］就创办

中外合作科技期刊应注意的问题，张克钰［４４］就对外合

作对象的选择及在签署合作协议、实施合作协议中应

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黄劲松等［４５］就学术期刊选

择与国外著名出版公司合作办刊时的具体问题做了探

讨，认为在明确版权归属、版权的有效持有时间和终审

权归属等有关版权事项之后，可采取多种途径。

２　科技期刊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１）对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的概念未做阐述，对
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所包涵的内容没有清晰的界

定。对科技期刊如何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式问题

虽有涉及，但都只是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某一个方面

来谈，缺乏系统的阐述。

２）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较低，尤
其是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开展得不多。对国外科技期

刊研究较少，且不够全面，不能从宏观层面来分析我国

科技期刊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３）以上关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研究大多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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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层面和交换层面，涉及到内容和精神层面的各种

思想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研究较少。

４）对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
的影响缺乏深入的研究。

５）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科技期刊网络
版对其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但

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３　对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建议

　　１）办刊人应转变观念，积极应对国际市场竞争，
力求在竞争中求得发展；同时，要提高刊物的整体质

量，为刊物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２）办刊人应加强对国外出版环境的了解。要了
解并熟悉国际贸易条款和出版规则；要对国外的期刊

进行研究，学习国外先进的出版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

要针对国外不同读者的结构、特点、要求和阅读习惯，

进行精心的选题和策划，满足不同国家读者的需要。

３）国际交流工作可以从期刊来源国际化、国际交
流的方式及途径、编排标准及国际检索以及出版方式

等４个方面来开展。国际交流方式及途径包括以下９
种途径：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参加国际性的期刊

展；与国外编辑部互派编辑人员进修学习；与国外编辑

部进行期刊互换；向国际知名图书馆赠送样刊；主动与

国际知名的大学建立期刊交流关系；主动与国际著名

的科研机构建立期刊交流关系；对外宣传；在国外发行

期刊。鉴于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以及国外的

出版环境，可采取文献交流和人员交流的方式。

４）国际合作工作可以从以下８个方面来开展：与
国外期刊社进行全面合作；与国外期刊社进行版权合

作；与国外期刊社进行选题合作；广告业务往来；与国

外编辑部合办网络版期刊；与国外的图书代理公司合

作；与国外期刊社建立合资公司；在国外设立“出版代

表处”。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可采取版权合作、选题合

作、与国外代理公司合作以及与海外知名公司合作，成

立合资经营公司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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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陈念生．努力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地位［Ｊ］．编辑学
报，２００２，１４（４）：２９０２９１

［７］　陈斌．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的现状、问题和建议［Ｊ］．山东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５）：１５４１５７

［８］　周宇，王益民．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走势探析［Ｊ］．编辑学
报，２００５，１７（１）：１３１４

［９］　房美丽，许淳熙．论科技期刊编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Ｊ］．
中国编辑，２００５（５）：５３５４

［１０］胡青．从国际期刊走势看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Ｊ］．中国
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４，１５（４）：３７１３７３

［１１］匡少平，王亨君．中文科技期刊的对外交流：存在问题及
改善措施［Ｊ］．编辑学报，１９９７，９（２）：１０４１０６

［１２］佟惠娟，王金保，朱伟．重视英文标示 扩大对外交流［Ｊ］．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２（１）：８４８６

［１３］赵宏敏．浅议科技期刊国际化对编辑素质的新要求［Ｊ］．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４（３）：７１７２

［１４］贺文，安凤，杨卉．顺应时代要求 加快我国科技期刊的国

际化进程［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０２（４）：３３３５
［１５］潘小玲．国际化形势下科技期刊编辑 ３种技能的提升

［Ｊ］．上海电力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１９（４）：８２８４
［１６］赵广平．提高中国期刊国际化影响的思考［Ｊ］．中国出版，

２００５（７）：３１３３
［１７］刘改换，李菡．国际化进程中科技期刊编辑应具备的素质

［Ｊ］．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０５，１５（２２）：８９９０
［１８］郭保民，刘红葵，贾淑萍，等．我国学术科技期刊的发展思

路及措施［Ｊ］．内蒙古科技与经济，２００１（２）：１８２０
［１９］郭辉．中国科技期刊如何面向国际化［Ｊ］．青海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１）：４８５０
［２０］衣彩天．国际合作出版的意义、形式及原则［Ｊ］．编辑之

友，２００５（２）：７０
［２１］赵劲，彭兰．试论中国图书走向世界［Ｍ］．北京：中国书籍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２］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ＲＷ．期刊如何进行国际合作［Ｊ］．出版参考，

２００２（Ｚ１）：３５３６
［２３］周尉华．论中国出版物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及途径［Ｊ］．出

版发行研究，２００３（１）：１９２１
［２４］魏玉山．关于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思考：一种跨文化传播

的方式［Ｊ］．中国编辑，２００５（２）：１０１３
［２５］王化鹏．谈谈中国的出版走向世界［Ｊ］．出版发行研究，

２００３（９）：４３４７
［２６］赵玉山．出版业的全球化趋势与应对策略［Ｊ］．科技与出

版，２００３（１）：６１６５
［２７］张洪波，貌晓星．多管齐下 力推“中国出版走出去”［Ｊ］．

中国编辑，２００５（４）：２４２７
［２８］谭学余，杨盈园．中国图书走向海外情况透析［Ｊ］．科技与

出版，２００４（４）：５８６２
［２９］许淳熙．试论图书馆的国际合作［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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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１（４）：７６７８
［３０］冯洁．合作出版权：国际化出版的高端经营［Ｊ］．出版发行

研究，２００５（５）：５５６０
［３１］袁芳．中外期刊合作面面观［Ｊ］．出版参考，２００５（１０）：１９
［３２］张俊超．对外版权贸易断想［Ｊ］．大学出版，１９９９（２）：５９

６０
［３３］武迎新．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Ｊ］．

中国出版，２００５（２）：４４４５
［３４］王锴．谈版权贸易标的物价格的确定［Ｊ］．出版发行研究，

２００３（８）：５５５８
［３５］孟超，刘光宇．引进与输出并重 创造版权贸易和谐氛围

［Ｊ］．中国编辑，２００５（４）：１７１９
［３６］董轶．版权贸易需“因地制宜”：浅谈我国版权贸易和国

际合作中的着手点［Ｊ］．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０４（６）：５９６１
［３７］刘晓滢．我国对外版权贸易中的博弈竞局及对策分析

［Ｊ］．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０４（４）：５０５５
［３８］吴

!

．欧美国家对外版权贸易的特点［Ｊ］．中国出版，２００５

（８）：５３５４
［３９］申蔷．国际版权贸易发展途径初探［Ｊ］．中国出版，１９９９

（４）：２０２１
［４０］罗大庆．出版社如何利用版权代理公司开展版贸工作

［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０３（４）：４１４３
［４１］许力以．我国对外合作出版发展趋势［Ｊ］．出版发行研究，

１９９５（５）：３６
［４２］陈波．创办中外合作科技期刊要点［Ｊ］．出版发行研究，

２００２（３）：６５６７
［４３］陈波．办好中外合作科技期刊［Ｊ］．期刊风采，２００１（６）：

４２４３
［４４］张克钰．与外方合作出版科技期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０，１２（１）：２０２１
［４５］黄劲松，杨兵．学术期刊的经营策略［Ｊ］．科技与出版，

２００３（１）：３３３５
（２００６１１１０收稿；２００６１１２８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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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２００７版）发布的编辑与出版类期刊
２００６年文献计量指标（按影响因子降序排列）

刊　名 载文量
总被引

频次

影响

因子

５年影
响因子

即年

指标

基金

论文比

被引

期刊数

他引

总引比

被引

半衰期
ｈ指数 Ｗｅｂ即

年下载率

编辑学报 ２０４ １７９８ １．６５１ １．４９７ ０．３９２ ０．２０ ３３４ ０．６７ ３．４ １５ ２４．１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３２７ １４３７ １．１７３ １．０２４ ０．３５８ ０．１８ ２７４ ０．６６ ２．９ — —

编辑之友 １３１ ４８７ ０．６２７ ０．４４１ ０．２６７ ０．０５ ２０１ ０．９６ ３．４ ９ ２８．５

编辑学刊 ６１ ２６６ ０．４１５ ０．２５１ ０．１３１ ０ １１９ ０．９８ ３．８ ５ １８．５

科技与出版 １５６ ２６０ ０．３４７ ０．２６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６ １１２ ０．９０ ３．２ ７ １７．９

出版科学 ９９ １９９ ０．２６９ ０．３５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８ ８７ ０．８３ ３．６ ８ ２１．６

出版发行研究 ２１２ ３５０ ０．２５９ ０．１９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４ １２８ ０．９５ ３．７ ７ ２４．７

中国版权 ７９ １３４ ０．２２５ — ０．０６３ ０．０６ ７３ ０．９４ ５．３ — —

中国编辑 ６６ １０７ ０．２０７ — ０．１８２ ０ ７０ ０．９７ ２．０ ４ １０．４

中国出版 ２６４ ３０６ ０．２０４ ０．１６０ ０．０４９ ０ １４６ １．００ ４．０ ８ ２３．８

大学出版 ６２ ６７ ０．１８７ ０．１０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２ ４９ ０．９９ — ４ １９．３

出版参考 ２５７ ７７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９ ０ ５２ １．００ — ５ ７．６

出版经济 １６７ ７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３ ０ ０ ３６ １．００ — ４ —

出版与印刷 ６５ １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４ ０ ０ ８ ０．８０ — ３ １１．２

电子出版 ４８ ２８ ０．０５８ —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 ３ —

中国图书评论 ２９２ ８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１ ０ ６９ ０．９９ — ４ ３８．６

采·写·编 １６５ 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 １４ １．００ — ３ １５．２

出版广角 ２３２ ６５ ０．０２４ — ０．００４ ０ ３６ １．００ — — ７．２

出版史料 ８３ 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 ２０ １．００ — — ７．４

　　注：部分期刊的个别计量指标值为“—”，是由于这些期刊入编时间较晚或未入编（上网）。
（清华大学　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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