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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复合出版工程在科技期刊信息服务中的应用

丁海珈１，２）　卢小宾２）　马明敏１）

１）高等教育出版社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中心，１０００２９；２）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１００８７２：北京

摘　要　介绍数字复合出版的概念和理念，有代表性地分析国
外典型案例，总结了国内现状。介绍高等教育出版社采取数字

复合出版手段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系列期刊信息服务中应用的情况，并
展望了数字复合出版工程在科技期刊信息服务中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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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手机等多种互动媒体的影响下，传统的出

版方式和手段已受到冲击和挑战，出版业必须及时转

变思路，充分借助数字化手段，向复合出版转型。在此

形势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应运而生。它是

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期间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第一

号工程，它包括一系列标准规范、２部分研究内容、５类
应用示范、６大技术平台、９项关键技术、１６个子项目。
它将形成数字出版所需的重要技术装备，促进传统出

版发行业的产业升级，促进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壮大，

进而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进步与变革［１］。

１　国内外应用分析

１１　应用情况　数字复合出版可以概括为出版资源
的一次制作多元发布，根据用户的需求快速形成不同

介质、不同手段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一种全媒体、全流

程复合出版［３］，突破了以往用介质划分出版类型的界

限，实现了按需服务、按需定制，减少了传统印刷可能

出现的资源过剩现象。

国际上，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等大型
出版商早在２０世纪末期就开始转向以数字化出版、网

络化传播的方式运营，向数字内容服务商转型。像

Ｔｈｏｍｓｏｎ这种典型的以提供信息分析为主业的集团，
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５年里已经完成了向全球第一专业
信息服务集团的转型［３］。

德国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公司年出版规模为５０００多种
科技图书和１８００多种科技期刊，确立了以数据库为
基础的成熟的数字出版模式。拥有强大的数字复合出

版系统的支持，提供在线期刊、电子书、参考书、丛书等

多种格式的数字文档，实现了数字资源的无缝集成和

检索，并不断增加多媒体的内容，通过流媒体传送给用

户。该系统和ＤＲＭ（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及基于 Ｏｎ
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生产流程的内容生产管理系统（ＳｐＡｃｅ）平台
内外整合，形成完整的数字出版链。在这个系统上，

作者、编辑和生产技术人员共同完成数字内容的创造、

加工与发布［４］。

澳大利亚 ＣＳＩＲＯ出版社出版２３种期刊，基本实
现了全流程数字出版，拥有自己的网络稿件处理系统，

实现了作者、编辑、审稿人在线处理，建立了自主平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ｗｅｔｓｗｉｓｅ．ｃｏｍ），并有偿提供给一些专业
学会的期刊。在期刊发布阶段，提供印刷版、光盘版、

网络版３种方式。全文网络版中提供ＰＤＦ格式和ｈｔｍｌ
格式。在ｈｔｍｌ格式的全文中，所有文献都作了链接，只
要点击就可以获得所引文献的全文或其他相关信息，

查询十分快速、方便［５］。

国内对于数字复合出版的研究在近２年达到了高
峰，３大数字出版企业纷纷致力于数字出版平台的升
级和增值服务。

方正实现了资源品种由单一走向多元化、服务由

关注资源转向关注用户、模式由单一本地化变为本地

化与在线服务并存３大改变。
万方提倡建设知识级的信息服务门户，开发开放

的中文知识链接系统，完善数字图书馆。

同方建设资源总库，整合了数字出版技术、跨平台

资源整合管理技术、知识挖掘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将信

息弥散而内容相关的资源整合为信息关联的“知识网

络”，并开始逐步建设完善数字化学习与研究平台、学

术文献评价平台、知识元搜索平台、个人数字图书馆

等，努力形成对国内外知识信息的深度增值开发

和利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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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衍飞等［７］通过波特五力方法分析了我国学术

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战略，提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

应考虑产品差异化战略及专一化战略，给出了数字出

版平台建设的模式：合作建设和独立建设。

赵冰［８］提出了全流程的数字出版平台，即通过内

容制作平台、资源加工平台、内容资源管理平台、多渠

道发布平台等几个环节，构建出版社数字出版系统整

体框架，使内容制作、产品生成更有针对性，真正体现

数字出版大规模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的特点。

孙卫等［９］将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分为在线采编系

统（Ａ１）、单机采编系统（Ａ２）、小型内容管理系统
（Ｃ１）、大型内容管理系统（Ｃ２）、知识管理系统（Ｋ）、
网络应用排版（Ｅ１）、传统纸版排版（Ｅ２）等，并针对
不同出版机构给出了系统选配建议。

张濮［１０］则从个人使用的角度，基于已有的开源软

件（ＸＭＬ编辑器 ＳｅｒｎａＦｒｅｅ４．２和格式处理器 ＦＯＰ
０９５）构建了一个面向个人应用的数字复合出
版环境。

１２　存在问题　虽然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已取得
了很大的突破，但科技期刊的数字复合出版存在的问

题是产业链上各主体的数字技术发展不平衡、信息不

对称、角色定位不准确，等等［６，１１１３］。

１）规模上，绝大部分出版者是单个编辑部、单刊
运作，资源分散、重复现象严重。这就导致虽然每家刊

物、每个编辑部都有它们的独立门户网站，但大多是简

单信息的罗列，缺乏与使用者的互动，信息单调。

２）内容上，仍处于资源融合阶段，深度、广度上与
国外大型出版商相比还很欠缺。

３）规范上，只有少部分使用类似 ＤＯＩ的统一标志
符，元数据加工规范各自为政，不同平台内容互联互通

功能有待加强。此外，由于单体出版单位力量相对薄

弱，我国的数字复合出版很大程度上是服务商推动的

数字化出版，而不是由出版单位主导的数字化出版。

２　国内数字复合出版案例分析：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系
列学术期刊全流程数字出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学术期刊分社出版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系列
２４种全英文期刊，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覆盖学科较
广的系列英文学术期刊。作为教育部主管的大型英文

学术期刊项目，旨在凝聚国内顶级科研力量，建设一个

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系列期刊
采用全流程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包括在线稿件处理系

统、ＤＯＩ管理、ｅＸｔｙｌｅｓ处理及ＸＭＬ排版系统，同时利用
出版社内部的内容管理系统（ＣＭ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和多渠道出版平台进行信息服务。

１）在线稿件处理系统。该系统由高教社自主研
发，实现投稿、送审、审稿全部线上操作，并可与后端生

产紧密衔接，实现数据自动存储及数据提取。该系统

是在高教社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中心和盛世畅想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经过１年多的设计、开发与
测试，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正式开通的，主要包括作者
投稿、同行评议及编辑处理等功能模块，用户以不同的

身份登录后，可使用不同的功能模块。通过其直观友

好的界面，可使作者在线提交稿件、随时查看稿件处理

进度，便于主编组织协调同行评议进度和审稿人对稿

件的评阅及意见反馈，协助编辑及时跟踪送审情况并

作相应处理，为作者投稿、专家审稿及编辑处理提供了

畅通的渠道，大大方便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投稿与审

稿，同时能够帮助期刊管理人员掌握投稿、审稿进度，

简化稿件的交付流程，减少延迟及开支。目前该系统

已应用于１７种自然科学学术期刊。
２）ＤＯＩ管理、ｅＸｔｙｌｅｓ处理及ＸＭＬ排版系统。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稿件实行ＤＯＩ号式管理，一文一号，很好

地实现了通过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链接，大大方便了论文的检
索及可见。在编辑加工工序中引进了先进的 ｅＸｔｙｌｅｓ
编辑工具，实现了稿件的版式自动编辑及参考文献核

查。该工具可以自动与 ＰｕｂＭｅｄ及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参考文献
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并自动提供修改建议，大大减少了

编辑的人工操作。使用该工具还可自动生成 ＸＭＬ待
排版文件，实现了编辑加工与 ＸＭＬ排版的无缝衔接，
减少了重复、机械性的劳动。

ＸＭＬ的特点是：
①使用 ＸＭＬ可以将内容从其表现形式中独

立出来；

②ＸＭＬ对文档内容和结构的定义更加详细；
③ＸＭＬ提供了一个非私有化的、国际的信息交换

数据格式。

学术期刊使用ＸＭＬ排版的目的和功能如下。
①ＸＭＬ的页面信息具有结构化的特性，在全文检

索方面，保证了检索结果具有针对性和更加准确，便于

一些特殊字符的检索。

②ＸＭＬ文件可以转换为 ＨＴＭＬ文件发布。以
ＨＴＭＬ格式显示的全文信息，便于对文章的信息进行
交叉链接。例如：正文中具有对参考文献的标注，点击

后可以显示该条参考文献；点击参考文献中作者、期刊

等可自动执行检索并显示相关信息。此外，可以实现

图形、表格、文本和多媒体格式文件的链接。

③ＸＭＬ在后台数据交换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提
供了访问信息的标准方法，使得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

和设备更容易使用、存储、传送和数据显示，目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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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的描述和发布。使用 ＸＭＬ
文件便于向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图书馆、摘要和索引服务提供商
等按他们要求的格式提供数据。

④便于ＯｐｅｎＵＲＬ的实现，无论是开放链接到第三
方，还是从第三方链至我方。

⑤在网络出版印刷中将众多的不同格式的印刷内
容用一个统一的格式来处理和规范，避免因不同格式

处理改变印刷内容。例如图文的字体、排版格式、颜色

等诸多因素，做到真正的与设备无关。

３）ＣＭＳ。实现了稿件与生产部门的数字传输及存
档。内容管理（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不仅是数字信息
存储管理的工具，而且正逐渐演变为互联网时代出版

系统的核心。出版信息的检索、挖掘、交易都可以在此

系统中实现，使出版信息的生存周期得到有效延长。

出版信息的 ＸＭＬ结构化处理、ＸＭＬ数据的存储与检
索，以及基于ＸＭＬ的出版信息的跨媒体发布构成了内
容管理系统的技术核心。高教社的系列期刊排版后文

件就通过ＣＭＳ管理并准备发布。
４）多渠道出版平台。高教社的学术期刊在线出

版平台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ｅｐ．ｃｏｍ．ｃｎ在自然科学学术出
版中心以及盛世畅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１年多的设计、开发与测试，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
日正式开通。它是高教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公司合作出

版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全英文系列期刊的在线出版平台，具有
即时发布和在线优先出版功能，为国内用户提供了在

线访问期刊内容和阅读服务的选择。此外，拥有数字

对象标志技术能力（ＤＯＩ号码分配）、具备检索功能升
级设计、使用ＸＭＬ语言编辑内容实现与国际第三方平
台无障碍连接。

高教社学术期刊在线出版平台主要是一个中英双

语的资源平台。通过“文章检索”“按主题浏览”“新闻

快递”“使用统计”“特别推荐”等多个模块，实现了包

括系列期刊文章的目次、摘要及全文内容资源的顺畅

接入，同时实现了资源使用者的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

资源的浏览和检索、资源的使用统计、个性化定制（最

新消息和最新目次的前台定制和后台编辑推送等），

以及平台与其他资源／服务系统的交叉链接和安全监
控等多种功能。此外，高教社学术期刊发布平台也能

够为广大的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推荐反映前沿科研

成果的文章，推送征稿信息，并提供最新的业界信息。

目前该平台由中国高等学校文献保障系统文理中

心（ＣＡＬＩＳ）与高教社共同负责国内数字化内容的服务
工作。以ｏｎ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方式第一时间进行内容的发布，并
通过ＣＡＬＩＳ镜像平台服务于各高等院校，已有３３所高
校、ＮＳＴＬ、军事医学科学院等购买了该平台的访问服

务，中国科学院的所有院所也在进行数据试用。

５）与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的合作。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期刊项
目还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第三方数字集成服务公

司开展元数据合作，实现了期刊元数据内容在“中国

知网”和“万方数据”系统上的集成，用户通过上述２
个数据库的检索可以查阅系列刊物的摘要，并通过高

教社的出版平台获取全文，从而开创了国内期刊出版

单位和第三方数字集成服务商的新型合作模式。

综上所述，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系列期刊的数字复合出版系
统改变了传统出版惯例，实现了先数字出版，后按需印

刷，并引进多种编辑和排版工具、采用内容管理系统、

在线服务于国内客户，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运营。这

是一个由出版社来主导的数字复合出版系统的典型实

例。下一步可以借鉴国际同行的经验，进一步加大与

搜索引擎的合作、与国内外第三方数字出版平台的深

度合作，并尽早实现书刊的资源整合、内容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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