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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中文科技期刊应成为我国文化大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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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第六医院），《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１００１９１，北京

摘　要　论述了当前在重点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管理中普遍
推行的“ＳＣＩ核心期刊”政策，不仅已经直接影响到中文科技期
刊的发展，造成的科技成果报告著作权外流、科技成果评价标

准外挂，更将会损害中华民族的战略核心利益。繁荣中文科技

期刊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应成为我国文化大发

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促进中文科技期刊的繁荣与发展，我国

应重视独立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建立，重视科技期刊编辑队伍

的建设，重视创新科研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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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新华文摘》上读了王善平先生关于“ＳＣＩ
核心期刊”政策反思的文章［１］，笔者结合自己作为《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这一医学类中文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

体会，非常赞同王先生在文中表达的“ＳＣＩ核心期刊”政
策在阻碍我国科学的发展的基本观点，而这个政策更是

在直接阻碍着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

时隔数日，中国共产党第１７届中央委员会第６次
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会议作出了关于促进我国文化大

发展的决定［２］。《决定》指出：“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显

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

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要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

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看出，国民

的“科学文化素质”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重

要内容，也是文化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部分。党中央从

战略高度对文化发展的重视，令笔者备受鼓舞。

一个国家在科学领域的实力，可以说是体现在科

学研究本身、科技期刊出版和科学信息服务３个方面。
科学研究本身是基础，科技期刊出版和科学信息服务

首先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但对科学研究又可起到总

结、导向的作用，并相对独立、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科

技期刊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３］，也是文化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没有中文科技期刊的发

展，短期看是无法忽视的缺憾，长远地看则会影响到文

化总体发展的程度。

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当前科技界

和相关管理部门中风行的“ＳＣＩ核心期刊”政策当属人
为设置的最直接的障碍。

１　“ＳＣＩ核心期刊”政策继续下去将造成我国
核心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失

　　“ＳＣＩ核心期刊”政策在提出之初，不能说没有希
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本意；但现实中，它已逐渐

蜕变为一个简单的炒作工具，成为一些个人或机构在

同行面前炫耀“成果”、在人民面前争宠、最终向国家

邀功求赏（获取国家科研基金资助和科技评奖等）的

主要“根据”，也成了进行某些大学、科研机构“评级研

究”公司炒作自己评级“权威性、公正性”的主要指标，

而一些国际科技期刊出版集团也开始以进入ＳＣＩ作为
诱饵或砝码，来吸引我国一些科技期刊与他们合作甚

至廉价出售给它们。

如果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式执行“ＳＣＩ核心期刊”政
策，将陆续出现一系列损害我国战略利益的严重后果。

１１　中文科技期刊将逐渐萎缩　“ＳＣＩ核心期刊”政
策在近１０余年得到全面推行，许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
国家重点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人员，已开始形成将

自己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认为能够代表自己研究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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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首先用英文发表的习惯，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许多

专业领域的优秀中文期刊已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优秀

稿源“荒”，以致在当前我国科技事业得到较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中文期刊发表论文的质量却呈现总体下滑

态势［４］。某些“自信”的研究者，甚至摆出一副以“不

写中文论文、不读中文期刊、不引中文文献”为荣的姿

态。照此下去，用不了多少年，中文期刊将很难再有发

表原创性成果特别是优秀成果的可能。相应地，中文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表达能力也会逐渐下降，中文将彻

底失去成为国际科技语言的可能性。

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只是时间问题，但当那一天来

临，我们如果主要是用英语在英文期刊向世界“首次”

公布每一项最新成果，作为中华儿女体验到的应不仅

仅是科技强国的自豪，更应该为不能用中文在科技领

域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而羞愧。

１２　我们可能会失去对科学研究方向的主导权　ＳＣＩ
数据库是美国人建立的，主要是为美国科技人员和图

书馆等科技信息服务机构服务的［５８］，这决定了它难

免不以美国国家利益、西方价值观作为筛选期刊的基

础。如果以“科学无国界”而认为 ＳＣＩ数据库可以服
务于全人类，那么，这种观点不是在自欺欺人就是幼稚

愚蠢到可笑可叹。如果“ＳＣＩ核心期刊”政策按目前的
方式继续，我国科技人员为了追求在 ＳＣＩ期刊发表论
文，就必然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按照这些 ＳＣＩ期刊的研
究导向选择研究方向；而如果中国科技期刊将进入

ＳＣＩ作为目标，也难免要按照它们的期刊筛选标准调
整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科方向。这样发展下去，等于

是自觉地将自己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整合到美国的

标准之中，主动地将对科研成果评价的权力投怀送抱

给了美国。若干年后，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在选择研究

方向时，恐怕既不是基于满足自己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也非为了解决我们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而是按着所谓“国际”的研究热点的引导来选择了。

对笔者的上述分析，也许有不少人会认为有夸大

其词、哗众取宠之嫌；但是，只要稍微留心一下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以来的有关国际新闻，看看标准普尔、穆迪等

信用评级机构在欧洲债务危机事件中“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的影响力，会不难理解将评价标准拱手与人的

后果［９］。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执行“ＳＣＩ核
心期刊”政策，无异于将我们对科研成果、科技期刊作

出评价的标准和主动权交给了西方。可以设想，我们

如果按照 ＳＣＩ目前的指标要求去作努力，若干年后我
们在这个体系中的排名肯定能够不断向前，但这时它

们只要稍微调整几个指标，就可能让你在这个体系中

的“前列”地位一夜之间回到起点。笔者相信上述分

析绝非是杞人忧天或者危言耸听。

科技期刊在科学发展中起着交流、总结、导向的巨

大作用［３］，对我国而言，没有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就

很难说能够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独立发展。不论是国

家层面，还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个人，都应该充分认识到

中文科技期刊发展对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使

中文科技期刊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方向。

２　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至关重要

２１　在中文期刊“首次”发表学术成果，不会降低成
果本身的价值　英语是当今世界科技信息交流的主流
语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少科技工作者选择用

英文在 ＳＣＩ期刊首次发表自己的科学发现或成果，有
满足各种考评指标以改善研究条件和生计的“被动”

需要，也有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尽快被国际同行了解

的“主动”性考虑。这种考虑本身无可厚非，但也忽略

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即科学研究本身的价值与它“首

次”用何种语言公诸于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３］。到目

前为止，对人类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没有一个

是仅靠一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的。英语是科技语言中

的主流语言，但不应该看作唯一的语言，否则，像《Ｎａ
ｔｕｒｅ》《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等著名的杂志也就不需要再出版中
文等其他语言的版本了。毋庸置疑，绝大多数的论文

报告都属于意义有限的科学发现，这种情况下，即使用

英文发表可能有助于全球范围的同行及时了解到你的

工作，但不等于就重视你工作的价值。理解这一点对

避免陷于自欺欺人的光环里很重要。

因此，用中文首次发表学术成果绝对不会降低成

果本身的价值。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首先选择用中文首

次发表自己的成果，随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的不断增

长，所带来的第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拥有 ＳＣＩ的出版
公司基于保持自身全球影响力的考虑，就会收录中文

期刊并不断增加种类和数量。

２２　中文期刊发展是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
要指标　论文的版权按照惯例是属于首次发表的期刊
的。而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执行“ＳＣＩ核心期刊”
政策，我国主要的科研成果的著作权将属于国外出版

机构，它们将拥有更多的筹码向购买其各种产品的我

国图书馆等机构索取更高的价格，反过来还可以通过

向我国出版机构出售中文版权等获取额外利润。试想

一下，中国的出版机构用不菲的花费向国外出版公司

购买中国人写的论文的中文版权，该是一件多么令中

国人难堪和痛苦的事情？……仅仅想象一下，就让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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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产生无以抑制的痛啊！在这些国外科技出版机构

了解到中国的主要科研成果都以英文发表后，就更不

会看重与中文科技期刊的合作，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

机构就更难以甚至丧失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在中文科技期刊发表论文，就等于将我国科技论

文的版权更多地留在了国内的出版机构。拥有了高质

量论文的版权，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机构才能掌握走

出国门实现跨境发展的基本资源，才能拥有同国外学

术期刊出版机构“平起平坐”进行合作谈判的筹码，从

而才能具备实现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基本条

件。这样，也只有这样，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就能够

通过自主创办英语等多种语言的版本，或者与国外出

版机构开展互惠交流、合作出版等，在将中国科技工作

者首先用中文发表的成果推向全世界的同时，能够更

有主动权地将我国的科技文化推向世界，最终既实现

中文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也成为推动我国文化大发

展、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因此，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应作为我国文化软实

力提升的重要指标，事关国家核心战略利益，不能不给

予充分的重视。

３　关于促进中文科技期刊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３１　独立建设我国科研成果、科技期刊等评价体系　
与主权信用评级一样［１０］，对科研成果、科技期刊等评

价的标准和自主权力也不能受制于人。在我国自己建

立的体系下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才能真正起到推

进中国甚至人类科学发展的作用。

国家有关部门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应以求真

务实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科研成果进行

评价的方法和标准。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建设是一个

系统的长期的工程，目前急需有关部门果断叫停“ＳＣＩ
核心期刊”政策，并尽可能避免这类简单地用某一所

谓量化“硬“指标作为考评科研成果的必要条件的做

法。如果仍要在评价标准中保留几条“硬”指标，笔者

强烈建议，作为对当前“ＳＣＩ核心期刊”政策的矫正，可
在院士评选、职称晋升、研究生学位申请以及国家科研

基金、科学评奖申请中，要求申请者主创的科研成果在

中文期刊“首次”发表的论文应占到一定比例。

在此，笔者也特别呼吁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国

家重点科研院所和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国

家重点高校，在推动将科研成果首次在中文期刊发表

方面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可以说“ＳＣＩ核心期刊”政
策的风行，与这些单位的较早提倡和“身体力行”是分

不开的，而这些单位在经费、政策等各方面受到国家的

大幅度倾斜性支持，背后则是全国人民的“血汗钱”付

出和对振兴中华作出贡献的期望；因此，要求这些单位

在树立良好科学学风、建立客观公正的科研成果评价

标准方面更多地承担义务，是合情合理的。

３２　建立全球免费开放的中文科技信息平台　建议
国家协调和整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国家

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

馆等各专业的重点图书馆的资源，以中文科技期刊发

表的论文摘要（也包括我国出版的英文或其他语言的

摘要）为基础，建立一个中文科技信息交流平台，免费

向全球提供检索和基本数据分析服务。笔者身为医学

工作者，经常使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向全球免费开

放的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１１］，深深体会到这种数据库的价

值。我国如能参考这样的经验建立类似的中文科技信

息服务平台，相信不仅对于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推广我

国科研成果意义重大，对推动中文作为科技语言的使

用、对提升我国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也会起到非

常积极的作用。

３３　重视中文科技期刊编辑队伍的建设　中文科技期
刊要发展离不开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作为支撑。科技

论文的编辑加工对编辑的综合业务能力有着很高的要

求，既要能够熟悉和准确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科学概

念、专业术语、研究方法学，又要有较高的编辑学素养，

中文功底要扎实，具备基本的外语能力［１２１３］，并要有公

平公正意识［１４］、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１５］、不断创新的激

情［１６］，等等。科技期刊编辑需要坚定自己对编辑价值

和责任［１７］的认同，结合所涉及的学科的特点通过不断

地接受再教育学习［１８］提高总体素质和综合能力，最终

以自尊自重的人生态度，踏实、严谨、勤奋的工作作风，

来展现科技期刊编辑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作用，为科技期刊编辑这一职业赢得应有的社会尊

重。科技期刊的发展，离不开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复合

型编辑专业人才，为了更系统地培养这种人才，是否需

要在某些自然科学的学科或编辑学中设置科技编辑这

样的学科方向，值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３４　积极应对转企改制，激发中文科技期刊的活力　
科技期刊的出版具有经济基础的属性［１９］，因此笔者认

为，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正在大力推动的科技

期刊社转企改制的工作，符合科技期刊出版基本规律

的要求；但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决定了这一改制过程必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

战［１９２１］。笔者建议期刊主管部门在制订相关指导性

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并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１）明晰产权关系。我国近５０００种学术期刊，大
多拥有“主管”“主办”“承办（挂靠）”单位等多个“婆

婆”，首先应依据“责、权、利”匹配的原则，明确改制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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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期刊社实际负责的一个单位。

２）通过不同途径丰富期刊社的营利手段，以解决
规模小、营利手段单一的问题。如能否允许期刊社经

营数字化专业广告（如处方药广告），值得讨论。

３）扶持培养既熟悉科技期刊出版规律又懂得发
行、经营商业化运作的人才，这类人才缺乏是制约改制

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

总之，笔者赞同科技期刊社改制中，宜区别对待科

技期刊社的现状，制订不同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

策，不搞“一刀切”［２１］，更不宜以行政性命令的方式简

单地强制推行，以尽可能避免改制过程反而冲击科技

期刊质量的情况的发生。

３５　淡泊宁静，立足当今，着眼未来，创新科学管理制
度　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离不开求真务实、踏实勤奋
的科学研究大环境的建设。我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以来的３０多年，是历史上少见的整个社会快速发展、
全面转型的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中

出现急功近利、浮躁虚夸的风气，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自

然的现象。我国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成就，也为解决

这类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条件。对科学研究管理

政策等重要问题的深层反思［１，２２］，国家对文化事业发

展的充分重视，使得下一步解决这些问题逐渐具备了

基本条件。我国相关部门应特别重视调整以“ＳＣＩ核
心期刊”政策为典型代表的带有急功近利色彩的各种

科研管理政策，以尊重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规律、维护

国家战略利益为基础，以促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软

实力为方向，不断创新修订科学管理制度，特别是奖励

激励机制，使我们的社会能够为“理想主义者的研究

经费和个人生活提供必要的保证，让他们无忧无虑、无

牵无挂地潜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２３］，这样，中文

科技期刊的发展才会有根本的保证。

４　结束语

　　１８４０年以后的１００余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
贫穷、受欺的一段时间，我们许多同胞的民族自信心也

因此受到不小的打击。现代科学技术发端于西方，我们

长时间落后于西方的事实，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在这方

面就更容易缺乏基本的信心。过分注重所谓“ＳＣＩ核心
期刊”、轻视中文科技期刊，以致在这１０多年来形成科
技界的一种风气，应该说背后有这种缺乏自信的民族心

理活动的作用，以至于一项科研工作的成果价值几何，

总希望有“洋大人”的认可才“敢”形成对自己的肯定判

断。且不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留给我们的深厚

底蕴，仅看中华民族在这１７０余年走过的路程，我们曾
经经历过那么严重的贫穷积弱，却仍能走出泥潭深谷，

创造了今天的繁荣，有了现在的基础。作为炎黄子孙，

又有什么理由不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抱持自信心呢？

做自信的中国人，从用好中文开始；做自信的中国

科技工作者，从自觉在中文期刊首次发表自己的成果

开始！自先秦以来，每个重要时代都有中文美文流传

于世。科技论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文体之一。在

此，衷心祈愿中文科技期刊编辑和科研工作者齐心协

力，发表出能够流传后世的科技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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