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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与我国科技期刊相关的自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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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全球化中与我国科技期刊相关的各种自我歧视
表现：１）科技评价机构对国内期刊评价系统和期刊发表论文的
歧视；２）作者投稿的自我歧视；３）引文的自我歧视；４）版面费支
付和订阅的自我歧视。这种自我歧视导致国内科技期刊发展

举步维艰，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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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进入ＷＴＯ后，全球一体化的概念深入到各个
领域，甚至每个角落。这是好事，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

了，我国人民的文明水平提高了；但是，在这种全球意识

深入人心的同时，我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我歧

视。现仅对其中的部分表现形式作如下分析。

１　科技评价机构的歧视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ＣＪＣＲ）采用的期刊评
价指标，包括期刊引用计量指标中的总被引频次、影响

因子、扩散因子、学科影响指标、引用期刊数、即年指标、

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和来源期刊中的计量指标等１９项
指标［１］，对期刊在科学交流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

公正、客观、定量、科学的评估，自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８年已
经连续进行了７年，根据其评价指标，确定了我国的核
心期刊群和高被引作者群等；但是，国内多数高等院校

和科研单位对此评价结果并不认可，职称晋升、申请研

究课题和研究生毕业等的硬性条件之一就是要有论文

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而对

发表在ＣＪＣＲ评出的核心期刊、精品期刊（全国１７６５种
科技期刊中只有３００种）甚至百种杰出期刊（１７６５种期
刊中只有１００种）上的论文均不认可。

其实，ＳＣＩ是由美国人创造的文献检索工具［２４］，

目的是为科研人员阅读文献时检索方便。首先，ＳＣＩ
的概念和内涵就是“引文索引”，是不同于按主题或分

类途径检索文献的一种文献检索工具。“引文索引”

是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词，通过收录其所引用的参考

文献和跟踪其发表后被引用的情况来掌握该研究课题

的来龙去脉，从而迅速发现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献，使读

者更清楚地了解课题最新进展是什么，这才是“科学

引文索引”创建的初衷［３］，根本没有考虑到会将其用

于期刊质量的评价［５］。其次，因为它是美国人创造的

文献检索工具，不可避免地首先想到的是为了方便使用

英语的科学家使用，收录的期刊除了其他语言国家特别

领先和独特学科的科技期刊外，以英文期刊为主［６８］。

例如，２００７年 ＳＣＩ收录我国（包括台湾、香港地
区）期刊１４８种，其中中文版只有２８种，主要集中在我
国的优势学科，如化学、材料学和物理学以及语言学方

面的期刊。例如：台湾２７种中，４种中文期刊，语言学
占了３种；香港８种，３种中文期刊均为我国文化所特
有的内容；内地被收录的期刊共１１３种，其中中文期刊
２１种，均为化学、材料学和物理学以及语言学方面的
期刊［３］。

ＳＣＩ这个文献检索工具，却首先被我国用来作为
评价科研工作和论文质量的手段，甚至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评审上，也是如此。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应该是根据我国科学发展的目

标，把握世界科学前沿，针对我国已有较好基础、接近

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领域或新学科生长点开展

系统、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结果首先应该是为我国科学

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而 ＳＣＩ收录的期刊，
多数是英文版期刊，优先的服务对象是英语国家，如果

把ＳＣＩ作为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评审标
准，那么就违背了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初衷。

２　期刊评价的自我歧视

　　不少单位在对期刊的分级中表现出对国内期刊的
歧视。如武汉科技大学规定，被 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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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国内一类期刊（精品期刊）为二级，核心期刊为三级，

并规定４篇二级、８篇三级论文等于１篇一级论文。
不少单位在对论文作者进行奖励［９］时，从奖励标

准也可看出对国内期刊的歧视。

近些年来，各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国有企业、大专

院校等单位，在职称评定、研究生毕业、工作绩效考核、

科研基金申请和结题验收等方面，都是以发表论文的

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１０１１］。这本身无可非议，因为科

技工作质和量的评价必须有一个客观的量化标准；但

关键是评价论文的学术水平时，不是从论文本身的创

新性、科学性、实用性来评价，而是以论文发表在什么

期刊上来衡量，对期刊的评价更是排除了国内９９％的
中文版期刊，唯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为首［５６，１２］。

对于以上工作的评价不管是医学的还是理工的，

都以文章是否发表在 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上为唯一标准。
由此可窥见我们自我歧视的现象非同一般。国内科技

期刊数千种，虽然与国际知名期刊相比，我国真正意义

上的国际品牌期刊数量有限，但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

的品牌期刊。例如，中华医学系列期刊中，有２０多种
办刊历史都在５０年以上，中华医学会办刊历史已超过
１００年，曾对引导我国医学领域的学术发展、学术成果
的交流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形成了代表国家水

平的医学科技期刊群，得到了国内医学界的普遍认可，

并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因绝大多数是中文版期刊，未

进入ＳＣＩ数据库，在许多高等医学院校、科研院所和大
型医院仍被打入另册。此外，被ＳＣＩ收录的科技期刊，
并非都是优秀的期刊，有的影响因子还不到１，但仍得
到了特殊的待遇。

３　作者投稿的自我歧视

　　现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为例，列举投稿中自我
歧视的几种表现。

１）投稿取向的自我歧视。国家每年花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资助科学研究，最后的成果却首先发

表在被 ＳＣＩ收录的期刊上，也就是说首先使以英语为
母语的读者受益。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十一五”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项
目，目的是增强我国在关键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

力，重点研究开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确定的前沿技术和部分重点领
域中的重大任务，并积极开展前沿技术的集成和应用

示范，培育新兴产业生长点，发挥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

的先导作用，因此，科研成果理应最先与国内同行见

面；但是，由于对国外期刊的盲目崇拜，这些科研成果

的总结论文几乎无一列外地首先投向国外期刊，然后

国家再花费高昂的版权费获得浏览这些成果的权利。

只有被国外期刊退回的论文，才选择投向国内一流的

期刊。有报道［１３１４］称：代表中国科研人员实力和水平

的研究论文大都发表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国内的科技

期刊很难得到有创新内容的高质量研究论文；中国不

是没有产出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而是大多数发表在

国外期刊上。

２）投稿态度的自我歧视。投向国外期刊的论文，
其作者写作态度非常认真，稿件一遍又一遍地修改。

对于国外期刊提出的审稿意见，如果意见多，作者的评

价是“国外期刊的水准高”，编辑工作认真，如果意见

少，作者又会认为“国外期刊对作者很尊重”。在投向

国内期刊的稿件中，部分是被国外期刊退回的，部分是

作者自认为水平低不可能被国外期刊录用的，在作者

的心目中，国内期刊较国外期刊低一等或几等。有些

首先投向国内期刊的稿件，如果编辑让多修改几次，作

者就牢骚满腹。如果被国内期刊退稿，作者按照退稿

意见修改后投向国外被发表，作者不去分析其原因，是

因为所投的期刊在英语语种期刊中，影响力较低，稿源

缺乏，易于投中，还是按国内审稿专家和编辑的意见对

论文修改后，因学术质量得到提升而被录用，而是一味

地指责国内期刊的审稿专家和编辑学术水平低，不辨

优劣或对其论文有偏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４　作者引文的自我歧视

　　自我歧视在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
出［１５］。例如：

１）同类文献，国内已有多篇报道，部分作者一篇
也不引用。如笔者在《中华放射学杂志》投稿系统中

连续抽出１０篇参考文献全部是英文的论文进行检索，
结果是，每篇的相关内容都有中文文献，其中包括个案

报道、文献综述和论著，但作者一篇也不引用。其中１
篇引用国外文献８篇（报道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国内
有相关报道４篇（报道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相关内容
收录于我国中文期刊，最新报道也在我国期刊，但作者

一篇也未引；还有１篇引用国外文献３篇，国内相关报
道也有３篇，同样作者一篇也未引用。
２）参阅的是国内文献，引用的却是国外文献。因

没有看英文全文，往往出现引文错误。国外有部分英

文期刊不允许引用中文文献［５］，理由是他们看不懂中

文，而我们自己的中文版期刊也不引用中文文献，理由

是什么？

５　版面费支付和订阅中的自我歧视

　　对于同类期刊，如果是英文期刊，版面费和订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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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贵，也不会影响我国作者投稿和有关科研院所、高校

等订阅的热情。

例如：《欧洲放射学杂志》和《中华放射学杂志》，

因均为影像专业杂志，照片和彩图均较多，具有可比

性，２００８年《中华放射学杂志》编辑部曾选派１名编辑
到《欧洲放射学杂志》进行交流１个月，对其情况作了
详细了解。《欧洲放射学杂志》如有彩图，每篇论文作

者支付的彩图费为９５０～１１５０欧元，而《中华放射学
杂志》如有彩图每篇论文版面费一般不超过４０００元
人民币。《欧洲放射学杂志》纸版的订阅费对非会员

每年１２００欧元，《中华放射学杂志》每年仅２１６元人民
币。但是，我国医学放射影像界向《欧洲放射学杂志》

的投稿逐年成倍增加，没有听到“彩图费贵”的声音，

而对《中华放射学杂志》，却有部分作者提出减免版面

费的申请，甚至提出减免的作者是知名院校的作者，理

由是单位报销版面费是有等级的，发表在国外期刊的

论文，其版面费全部报销，而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

《中华放射学杂志》报销最多，但也不是全额报销，而

是按一定比例报销，其他的影像类期刊报销的更少甚

至有的不报销。对《欧洲放射学杂志》的订阅量现在

是逐年增加，而《中华放射学杂志》的发行量，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下降约１３％。订阅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订阅
杂志的有限资金首先要满足国外期刊的订阅。

６　自我歧视的结果

　　首先，自我歧视造成国内期刊举步维艰。人为的
优秀稿件外流，造成国内学术期刊学术质量下降；引用

率下降，造成国内期刊显示度和影响力下降；订阅者减

少和以上因素造成的广告量下降，使得经营状况恶化。

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国内一部分经营状况一般

的期刊倒闭，使原来在国内有相当影响力，准备走向国

际舞台的中文版期刊的宏伟目标变得遥遥无期。

其次，自我歧视给国外英文期刊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使原本并没有影响力的一些期刊在没有

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各项评价指标不断提升，国际影响

力不断提高。例如，《欧洲放射学杂志》，创刊于１９９１
年，稿件处理流程与《中华放射学杂志》完全相同，但

它几乎不投入精力进行组稿，完全靠自由来稿。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中国医学放射界向它投稿的数量分别
是３３、５６和７６篇，３年间增加了１倍多。它在 ＳＣＩ数
据库中的影响因子 ３年间从 ２．４３７、２．５５４上升到
３４０５。而《中华放射学杂志》虽然在改进稿件处理流
程、吸引优秀稿源和组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

ＣＪＣＲ中的影响因子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分别为 １．２２５、
１１７４、１．０８２，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华放射学杂

志》刊登论文引用的文献７０％引自包括《欧洲放射学
杂志》在内的国外期刊，为提高《欧洲放射学杂志》等

的影响因子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样，《欧洲放射学杂

志》很快就进入了国际知名期刊的行列，身价倍增，而

此时的我们则显得十分被动。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自我歧视的现象及其结果，无

论是我国的科学家还是办刊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

识［５６，１１１３，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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