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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期刊出版管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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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中国期刊业的竞争力，从中外期刊业出版管理
的角度，考察了中外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的办刊管理、出版立

法、开放存取模式、经济调控机制、行业组织管理。认为我国对

期刊业的管理方式应转向主要以经济、法律手段进行的间接管

理，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应得到强化，同时期刊发展应顺

应世界学术出版潮流，加强开放存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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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已成为记载和推动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载

体，期刊消费是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达国

家，期刊是一种影响人们生活乃至思想观念的主流媒

体，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电视和报纸。

根据国际期刊联盟（ＦＩＰＰ）统计，期刊大国主要集中在
欧美和东亚。在美国有约５００家期刊集团，已连续出
版５万６０００多种期刊［１］，仅 １９９８年出版期刊 １万
２２６２种。日本几乎所有大出版社都以期刊为主要创
收来源，如讲谈社有５０种期刊，最盛时期其期刊占全
日本期刊发行量的８０％［２］。在科技期刊出版集团中，

英国布莱克韦尔（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科学出版公司的科技期刊
达到６００多种，德国施普林格（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公司有７００
种［３］。荷兰爱思唯尔出版２３００多种科技期刊，约占全
球科技、医学期刊的１０％［４］。除了集团化，国外的学会

一般都出版多种期刊，形成自己的期刊群，规模效应显

著。例如：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ＩＥＥＥ）的期刊
集群出版，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英国物理学会出

版社则出版了包括著名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Ｅ）系
列在内的３７种国际性物理学期刊和其他杂志［５］。

截至 ２００５年，我国科技期刊已经达到 ４９５７
种［６］，成为科技期刊大国，但不是科技期刊强国。中

国“入世”后，期刊业已置身全球化之中，但我国的期

刊产业与世界期刊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最

根本的差距在于产业实力、内容制作、经营管理、影响

力层面。本文将集中探讨中外期刊的出版管理比较。

１　办刊管理

　　全世界期刊业分为社会主义出版体系和资本主义
出版体系２大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出版
期刊的机构都是国有机构，在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

出版期刊的机构都是私营企业。我国自１９５１年颁布
《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后，对新办期刊（包括科技期刊）

一直实行审批制，审批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颁布《出版管理条例》，确定出版仍坚持审

批制。２００５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
定》明确指出，期刊出版要由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我国期刊管理有如下基本特点：１）创办期刊实行
许可证制度，须经中宣部审核、新闻出版总署批准；２）
政府对内容、导向都有明确的指导；３）不许民营。《出
版管理条例》中对期刊主管、主办、出版单位、专业编

辑人员都提出了要求，总体来说中国对期刊的监管是

非常严格的，期刊的改名、变更刊期和主管单位等都要

经过新闻出版总署批准［７］。即使符合条件，一个新刊

也很难获得“准生证”，其中有国家对期刊总量控制的

原因，也有对期刊结构、布局的总体规划。我国的刊号

资源紧缺，造就了一部分期刊靠坐拥刊号、转让刊号使

用权获取非法利益。世界范围内科技期刊按学科、专

业进一步细分的趋势非常明显，爱思唯尔每年出版１８
种新刊［４］，但我国不少应办的科技期刊却得不到批

准。科技期刊尤其是科技学术期刊，基本不涉及或很

少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因此，有一些学者提出审批制已

不适应我国科技期刊业的发展与市场需求，在科技期

刊审批中完全可以取消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批工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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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登记制［８］，以利于科技期刊的繁荣与发展。

美英等国出版业具有宽松的办刊环境，登记制是普

遍采用的管理制度。期刊创办时申报登记，无须行政审

批，但须遵守税务及工商管理的规定，照章纳税。在美

国，创办新刊只需要申请一个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即可，该号只是为了方便识别，申请可免费在网上
进行。美国每年会倒闭几百家杂志，但同时也会创办６００
多种新刊［１］。从政策环境看，发达国家期刊业的繁荣与

其宽松的办刊管理有关。登记制放松了准入环节，其优

势是可据市场需求及时推出新刊，但它对法律体系的健

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若有违法行为，事后可依法处罚。

２　出版立法

　　西方国家对出版的管理主要是法制管理，制定了
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对市场竞争和垄断、市场秩序和销

售渠道进行调控和管理。影响出版业的法律主要涉及

到以下几种：１）宪法、民法等基本法；２）出版法、版权
法等专业法；３）有关出版物生产、发行、销售方面的具
体法规等。西方国家用以调控出版的法律比较细化，调

控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出版活动的所有方面。例如：

在规范竞争方面有美国的《公平交易法》，日本的《反垄

断法》，英国的《图书贸易限制法》，德国的《竞争限制

法》；而美国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反

对通过经济手段对舆论进行控制。西方国家近１０年来
出台的涉及期刊出版业的法律较多，如美国自１９９８年
以来陆续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下一代因特网研

究法》《２０００年信息和准备情况披露法》等［９］。

目前我国针对出版业的规章、政策还带有一定的

滞后性。《出版管理条例》及有关法规对出版单位的

资格认定、出版单位自办发行的权限、外资介入分销业

务等问题作了规定。而期刊的日常管理主要依靠

２００５年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其
落后于期刊业改革发展现状，因此，管理上常采取适时

制定政策的方法。随着期刊业改革的深化和竞争的日

趋激烈，我国有必要制订更完善、更具体的专门法，加

大对期刊出版业保护立法的力度。

３　开放存取管理模式

　　近年来科技期刊出版的开放存取（ＯＡ）成为热门
话题，也将是未来数年学术信息交流毋庸置疑的热点。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欧盟等近年

都分别签订了支持ＯＡ的宣言书、请愿书或共享计划。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
出版集团日益垄断全世界的学术期刊出版市场，学会、

协会、大学图书馆购买主要由出版商垄断的学术期刊

和数据库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它们开始尝试 ＯＡ出
版，以满足节约成本的要求。

ＯＡ出版机构一般都是出版社、大学研究机构、学
会、协会，而商业期刊集团参与较少。目前全世界的２
万４０００万多种科技期刊中，有 ３７００多种参与了
ＯＡ［１０］。ＯＡ模式做得较好的有美国、英国、巴西、加拿
大、西班牙和德国。２００６年以来，多国研究基金机构
制定了实施强制性ＯＡ的政策，进一步推进了“受公共
资金资助的研究应该开放存取”的工作。日本比较著

名的 ＯＡ期刊主要是科学技术振兴机构运营的 Ｊ
ＳＴＡＧＥ和国立情报学研究所运营的 ＮＩＩＥＬＳ，前者截
止到２００７年３月共有３７７种学术电子期刊，后者主要
是大学刊行的纪要类学术期刊，共有１５００种［１１］。

ＯＡ期刊有完全免费、作者付费读者免费、一段时
间后免费公开、电子版免费公开、某个特定机构付费支

持等方式。我国的科技期刊大多数仍是在国家财政支

持和主办单位的支持下运作的，因此，ＯＡ模式应该更
容易实行和推广。我国的 ＯＡ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
进展，但成功的项目还不多。建议尽快制订ＯＡ政策，
以促进中国科技期刊ＯＡ的建设和使用。

４　经济调控机制

　　发达国家对期刊最主要的调节力量是政府的经济
调控手段，包括税收、信贷、邮资费率、财政拨款、建立

基金制度等多方面的政策，我国针对期刊的经济调控

力度则显得明显不足。

西方对出版的鼓励体现在税收上，减免税收是各

国扶植出版业的主要政策。最突出的是发达国家对图

书、期刊、报纸所征收的税率远低于一般商品。英国、韩

国、巴西完全免税，美国出版税率是４％～６％（非营利出
版机构免税），法国５．５％，荷兰６％，德国７％。我国出版
业虽属于国家政策保护的行业，其增值税税率却还是高

达１３％［８］。日本对出版物实施特殊的邮资费率，出版社

向读者邮送图书、期刊，可享受低邮费，这在１９４７年颁布
的《邮政法》和《邮政规则》中有规定。美国对出版物的邮

递非常优惠，出版物邮寄比其他邮品优惠３０％［９］。此外，

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作出开放出版市场承诺的世贸组织

成员，根据协议相关成员国对出版物征收零关税，出口时

甚至给予补贴，美国、英国对刊物免征进口税。为鼓励学

术出版和科技期刊发展，英国对非营利性的大学出版社

给予免税优惠，还有版权开发费的税贴，以及对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成果出版物的版权采用分期赋税制度等。

我国仅有少数几个税种对期刊业优惠，而且也有

限。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颁布了有关文件，对科技

期刊出版制定了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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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有得到落实［８］。我国的管理部门应该将期刊出

版机构按照性质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２大类，对科
技期刊应实行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

发达国家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主要有２个来源：
一是政府的财政支持；二是各种基金会的资助。美英

提供直接和间接资助的基金会都不下１００个，法国和
日本的科技期刊论文绝大部分都有政府不同的课题资

助，日本还有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等。法国政府还提供

保证金保证文化产业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并获得优先

贷款、放宽贷款期、低利率等优惠。在信贷方面，我国

缺少倾斜政策对期刊业予以整体支持。借鉴已有经

验，我国也应赋予科技期刊非营利出版的属性，并实施

相应的财政拨款、资金资助、贷款支持及减税或免税政

策。我国经济调控手段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今后应重视出版业经济调控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５　行业组织管理

　　在西方国家出版领域有各种各样的行业组织，是
行业利益代言的机构，在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经济

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权威作用。行业协会的管理

是西方出版业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管理是严格

的、重要的。法国、日本的期刊由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

共同管理，德国主要是通过行业组织如德国书业协

会［１２］、全德期刊协会（ＶＤＺ）等进行管理。德国期刊协
会有自己的办公大楼，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协会下设若

干专业行会，各对其所管理的范围实行服务和监督。

德国科技期刊一般都加入了德国专业期刊出版协会，

其组织比较严密，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具有较高的权

威性。在有些国家，出版的行业自律规则被授予了准

法律地位，如英国的“报业投诉委员会”“广播电视道

德标准委员会”是议会通过立法程序设立的。

美国与期刊有关的协会有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大

学出版社协会、美国期刊出版商协会、美国期刊图书协

会、北美期刊批发商协会等。美国期刊出版商协会创立

于１９１９年，代表期刊出版商以及它们出版的期刊的利
益，在华盛顿设有专门的办公室［９］。英国学术职业出版

商协会是非营利学术和职业期刊的行业协会，成立于

１９７２年，在研讨会和培训方面颇具特色［５］。西方期刊

协会的使命包括对新闻自由的维护和媒体自律的强化，

代表出版商向政府交涉推动经营环境的改善，调解出版

商之间的矛盾，解决出版商与经销商的争端等。在推动

调查研究、开拓国际市场、推广国际业务方面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它们组织版权交易、授权谈判、跨国经营等

研讨会，为期刊出版者服务，保护他们的权益。

中国期刊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２年，它的日常工作主要

是配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要求，把握舆论导

向，召开业务研讨交流会，组织评奖活动等，它更多地

是发挥政府管理部门和期刊行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其行业组织的管理职能还未能充分发挥。

国际上著名的科技期刊的创办者都是协会、学会或

者出版社，协会出版模式是目前美国科技期刊最为普遍

的出版模式。如美国化学学会，占有全球科技出版市场

３．６％的份额［９］。《科学》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刊，协

会只提供经费，不直接管理期刊，而是通过一个科学家

组成的理事会来管理。理事会决定期刊报道的重点领

域，由编辑部组织实施。理事会制度有利于科技期刊获

得技术支撑和经济资助，是科技期刊成功的管理体制。

国外学会期刊的独立性较高，一般学会不直接管理期刊

的日常工作，也不在财政上直接支持期刊。

我国的协会、学会则需要承担制订期刊选题计划、

审核重要稿件的发表、为期刊提供资金支持等责任。我

国在期刊管理上应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

的作用，这对于提高科技创新、科技强国中科技期刊业

的竞争力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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