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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科技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

游苏宁　　石朝云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从６个方面论述了科技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１）发挥

学术导向作用，大灾面前的快速反应；２）净化学术园地，预防和

揭露科学不端行为；３）传播科普知识，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

４）正确认识期刊的评价体系；５）真诚为读者和作者服务；６）有

效利用国内的研究成果。呼吁广大编辑同人积极承担各自的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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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是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

有的相应职责与义务，科技学术期刊作为独立法人主

体，不仅要对行业、学科、地域特色、主管主办单位等方

面的利益负责，而且要对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传播、科技

创新、出版环境、受众利益等负责。这些责任中，既包

括大众认可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出版文化责任，也

包括新兴的科技创新责任。在我国科技学术期刊的评

比和评价标准中，政治标准一直居于首位；但长期以

来，科技学术期刊由于其报道的内容限于科学技术，很

少出现政治问题，也就难免对社会热点问题敬而远之。

这种观念不仅淡化了科技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感，而

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社会也忽略了我们的存在［１］；但

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突发或重大事件，使科技学术期刊

的社会责任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探讨这一时代赋

予的命题，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我们认为，一种有社会责任感的期刊，应该对人类

社会、科学技术及科学共同体负责，对主管和主办单

位、读者和作者负责。科技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主要

包括如下６个方面。

１　发挥学术导向作用，大灾面前的快速反应

　　科技学术期刊不仅仅是科技信息传播的窗口和学
术交流的平台，更是引导学术研究方向、促进行业发

展、促进生产力转化和科技进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媒体。它拥有的学术导向权，为以科学的方法面对大

灾大难提供了技术保障。如２００３年 ＳＡＲＳ的突发，使
期刊人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特有的社会责任，中华医学

会系列杂志在第一时间组织的重点选题对临床医生诊

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期刊应对突发事件、进

行深层次报道积累了重要经验［２３］。又如 ２００８年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做了如下工作：

１）开展了“伸出我的手———抗震救灾中华医学会系列
杂志在行动”活动［４］；２）建议新闻媒体加强对医生的
报道；３）紧急出版多种灾区需要的资料；４）收集资料
准备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报告。《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不仅及时发表指导救灾的文章，而且派编辑直接参与

医疗实践［５］。

尽管如此，我们在专业报道中也存在许多遗憾：

２００３年的 ＳＡＲＳ，最先的专业报道刊登在美国的《Ｎ
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美国地质学会主办
的期刊《ＧＳＡＴｏｄａｙ》在收到研究这次地震的论文后３
天就录用，并于 ６月中旬在其网站上率先公布；２００８
年７月２４日，《Ｎａｔｕｒｅ》又发表了一篇有关汶川地震的
论文。发生在我国的重大事件，首次报道权却不属于

我国的科技期刊，真的令我们汗颜，也迫使我们反思。

２　净化学术园地，预防和揭露科学不端行为

　　在我国科学界，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轨
行为屡见不鲜［６７］。科研成果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

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一些“科研设计质量低劣”的科研

“成果”、学术造假的论文会发表在我国著名的科技学

术期刊上。据《北京青年报》报道，２００７年６月中国
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博士黄某因论文数据造

假被撤销学位；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已于２００７
年９月开设“通识案例”必修课，学生将接受当代科技
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法律规范、学术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推进科研诚信法制建设，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科技人

员的职业教育体系［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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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有２大社会原因：一是整个社
会文化形态中的各种因素，如科技管理政策和科研学

术评价体系的功利化导向，形成一种浓烈的急功近利

的浮躁氛围，大家共同构筑了一个利益怪圈并且深陷

其中不能自拔，扭曲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心灵和行为；二

是个人功利心理，对获取学术地位后既得利益的期许，

或已有的成功、显赫的声名和盲目的吹捧所营造的光

环，使自身的名利欲望过度膨胀，以至迷失了一个科学

家的理性和良知。从期刊编辑角度来讲，学术不端行

为也有其特定背景。一篇文章多次投稿因种种原因最

终大多能得以发表，学术把关上的漏洞给一些怀有投

机心理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９１０］。此外，期刊界缺乏

一种可以对不良之风进行联合抵制以警示这种行为的

体制与机制，在客观上纵容了其长期存在［１１］。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学术界种种有违科学精神的不良现象和

学术不端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科技学术期刊具有信

息传播的特殊功能与价值属性，公开发表使个体的不

良行为转化为一种社会的不良效应，这种效应对于学

术研究、科学发展以及期刊自身的发展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均不可低估。学术不端行为给科技学术期刊的真

实性、科学性和严谨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正因为如

此，科技学术期刊对防范学术不端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中国科协所属１０２家全国性学会主办的２３１种科
技学术期刊于１９９９年２月共同签署了《科技期刊道德
公约》，号召编辑“自觉抵制抄袭、剽窃、欺骗等行为，

决不允许学术上弄虚作假者在科技学术期刊有立锥之

地”，必须真正履行好科学“守门人”的职责，捍卫编

辑的独立性。科技部也制定了《科学研究诚信指南》，

规范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但许多问题的具体解

决，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３　科普是科技学术期刊不可忽视的责任

　　科技学术期刊的主要任务是反映科技成果、提供
科技信息、传播科学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在“社会责任”中明确表明 “科普是全社会

的共同任务”。据统计，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

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

养水平的比例美国为１７％，中国低于２％，已成为制约
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为此，国务院于２００５年发出了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按照纲要的精神，亟待通过科普使全民参与科学，提升

素质，促进和谐。科技与大众２种媒体的结合是提高
全民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多年来，科技学术期刊受限于内容太专、读者面太

窄。积极与大众媒体结合，履行自己的科普责任，或许

会为科技学术期刊拓展一条发展之路。如果科技学术

期刊能够通过大众媒体走出自己营造的象牙塔，为全

民科学素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贡献力量，将是

科技学术期刊普及科学知识的最佳途径。由科技学术

期刊从专业的角度提供最新的优秀论文成果，大众媒

体运用平民化的语言将这些成果以喜闻乐见的科技新

闻形式介绍给公众，这是借助大众媒体宣传科技学术

期刊的最佳切入点。世界上主流科技学术期刊都与大

众媒体建立了成熟的合作关系，将期刊上前沿、创新、

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撰写为新闻，通过多

种渠道向大众媒体发布。《Ｓｃｉｅｎｃｅ》与全美国专事报
道科技新闻的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美国科学促

进会下属的ＥｕｒｅｋＡｌｅｒｔ网站向全世界的记者发布论文
成果［１２］。２００７年１月，中国科协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科
技新闻发布制度，每月向大众媒体发布一次最新科技

学术期刊重要研究成果。该活动入选“２００７年中国十
大科普事件”。这是一种论文作者、科技学术期刊、大

众媒体和公众多赢的活动。《中华医学杂志》就是通

过积极参与该项活动，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的。

４　正确认识和宣传期刊的评价体系

　　在传播、交流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科技学术期
刊由于其报道的多为学科前沿领域研究，推动着学科

的发展，所发表的论文需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从某种

角度来说，自然也肩负着一定的科学评价责任，拥有学

术评价权，是学术评价的重要量化参考指标。

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恢复评价制度时期，强调量化指标有积
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过分强调量化指标，

导致一部分学术评价片面追求客观指标，并且存在混

淆学术评价、期刊评价和论文评价的现象。如近几年

由于有关部门错误的政策导向，使得我国被美国 ＳＣＩ
收录期刊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但质量明显落后于数

量增长，从某种角度有悖于学术评价是为更好地促进

学术发展的初衷［１３１５］。科技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中

的作用也被异化，目前迫切需要对科技学术期刊的功

能进行重新定位。

作为科技学术期刊的办刊人，对其功能有更深刻

的认识，自然需承担起引导正确看待期刊评价和学术

评价体系的责任。我们应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宣传

恰当的科技学术期刊、论文和学术评价体系，如不同数

据库的资料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不同学科之间不能进

行简单比较，应重视专业数据库，应以论文被引用率来

论英雄，期刊影响力不等于论文的影响力，注意国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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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论文的歧视等，为我国科学进步和科技学术期刊的

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１６］。

５　真诚为读者和作者服务

　　一本优秀的科技学术期刊，应引导读者，而不是追
随他们；科技学术期刊的思想深度体现在能在多大程

度上改变读者的思维方式。学术期刊要引导科研活动

和科研方向，从宏观层面的视角启迪读者的思维，还应

该及时发现所报道领域的问题，并从一定高度加以引

导。同时，读者和作者不仅是期刊的服务对象和衣食

父母，也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为节约读者

的时间，《中华内科杂志》等期刊每期的首页开辟了

“本期导读”；为真诚服务于作者，对优秀的论文开辟

了“论文发表快速通道”。很多期刊设立专栏，对读者

进行业务培训；不少期刊通过各种方式对作者进行指

导，帮助其提高科研能力和科技写作水平［１７１８］。

科技学术期刊目前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便是多为

作者的期刊，很少考虑到读者的利益。我们应认识到

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读者加以有目的地引导是期刊的核

心。科技学术期刊的基本任务便是保证最重要的观点

和最正确的认识以最快的速度让科学家知道，以一颗

公正、公平之心助科学、技术之进步。我们认为，科技

学术期刊编辑的最高追求，不仅要将期刊办成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双效”期刊，而且要使其成

为读者和作者都喜爱的“双爱”期刊［１９］。

６　有效利用国内的研究成果

　　科技学术期刊是国家科技水平和软实力的重要体
现。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我国的期刊与发达国家相

化还有着较大的差距。２００３年我国ＳＣＩ论文总数为３
万８０９２篇，海外期刊发表占６７．３％。其导致的最直
接后果是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不能为中国的同行首先

获悉，也使得国内的科技学术期刊在学术水平和国际

化方面陷入极大的困境。论文审稿和发表的费用、中

文版权的回购以及国外重要数据库的使用等，不仅要

耗费巨额国有资源，而且导致需要了解本学科进展的

国人不能及时方便地享受相关的科研成果。

如何有效利用国内的研究成果，文献［２０］提出了
以下建议：１）国家制订有关的政策和规定，要求由国
家资助的研究成果应优先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２）制
订论文二次发表的规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在遵循国

际惯例《向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基础上，制定

了关于论文二次发表的声明，指导系列杂志的有关工

作；３）开设《在国外发表的优秀中国论文介绍》栏目。
我国的科技学术期刊绝大多数为中文版期刊，应

该提倡的办刊策略是“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即首

先要为广大的中国读者服务。我们的读者大部分为普

通科技工作者，不容易看到原版外文杂志，或者没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外文杂志，而这些高质量的论

文，一般都是得到各级政府的资助而完成，也就是说是

在广大纳税人的资助下完成的。我们的读者不但都是

纳税人，而且直接为中国的科技和社会进步服务。如

何更有效地利用国内的研究成果，通过广泛调研和认

真思考，我们认为在中文版期刊中开设《在国外发表

的优秀中国论文介绍》栏目应为首选。具体的操作方

法是：对国内作者在国外发表的优秀论文，约请主要作

者撰写一篇４０００字左右的论文，重点向国内读者介
绍核心成果，其主要作者和内容应与在国外已发表的

论文一致；文章不必给出英文题名和英文摘要；在篇首

页脚注中，需注明该文已经用不同文种全文发表过，并

给出首发的文献出处。论文作者不能把在该栏目中发

表的论文当作晋升、提级之用。

７　结束语

　　作为中国科技学术期刊的领头羊，中华医学会系
列杂志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勇敢地承担起她的社会责

任，如进行版面费问题的深入研究［２１］，探索中国的数

字化出版之路［２２］等。创刊百年来，办刊人一直秉承为

中国读者服务的初衷矢志不移，报道范围涵盖了读者

关心的全部问题，优先发表各类学术争鸣的文章，并积

极开辟新栏目，如《在国外发表的优秀中国论文介绍》

等。百年的历史积淀，铸就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正

确的办刊方针：广纳贤言、容百家之长；授业解惑、育千

万精英。我们中国科技学术期刊的办刊人都应积极承

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践行既定办刊目标：更快———论

文出版速度，更高———期刊全面质量，更强———期刊社

会影响。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编辑部陈浩元编审给予了帮助，谨致衷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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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本刊讯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１７日，由中国科协和
新闻出版总署共同主办、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承办

的第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有关部
门的领导和来自科技期刊主管部门、出版单位、一线科

研机构、科技媒体的３００余位代表出席了大会。本次
论坛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全国出版工

作会议精神，加强科技期刊理论建设，探讨新时期科技

期刊发展战略，推动科技期刊创新与发展，进一步深化

期刊出版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增强科技期刊

的社会责任感，努力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质量和

水平，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沈爱民部长主持开幕式。新

闻出版总署孙寿山副署长作了题为《科技期刊的发展

现状与形势要求》的大会报告。他指出：科技期刊是

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广

大科技期刊工作者牢记使命，把握导向，为推动我国科

技事业的进步，为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科技期刊的

发展规模和质量相比，我国期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

差距。目前我国出版业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

科技期刊应该成为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一要树立和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二要推

动科技类期刊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三要占领科技进

步的制高点，充分发挥期刊的桥梁纽带作用；四要建立

一支符合时代要求的科技期刊队伍。

中国科协冯长根书记作了题为《科技期刊的创新

与发展》的报告，从学术论文是科技期刊承担科技创

新历史责任的主角，论文质量萎缩现象是当前科技期

刊理论建设滞后的反映，正确处理好科技论文写作、论

文发表和学术期刊促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这三者间的

关系，杂志社要采取多种形式促进科技期刊的创新与

发展等４方面阐述了对论题的思考，给了与会者很大
启发。

论坛采取大会报告、分会场学术活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中国科学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继祥、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

兼总编辑游苏宁等所作的大会学术报告，受到大家的

欢迎与好评。会议围绕“发展与创新”主题，设立了科

技期刊办刊体制与管理机制创新、新时期科技期刊经

营策略与品牌建设、网络与数字环境下的期刊出版、我

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建设及科技期刊发展与社会责任４
个分会场，共６５位代表在分会场发言。

（纵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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