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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阅读时代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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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数字化学术阅读特点的分析，归纳了数字化阅

读时代的特点———阅读主题明确，单篇阅读，阅读方式及费用

方式多样化。结合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特点，认为数字化阅读

时代高校学报具公益属性、综合性问题得到缓解、阅读量因数

字化网络化而增长等特性，并据此建议高校学报的发展方向为

凝炼单篇精品、公益数字化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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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到“十

二五”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出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

总产出的２５％，整体规模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第８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０年，我国１８～７０

周岁国民各种阅读媒介的阅读率中，数字化阅读方式

的接触率为３２．８％
［１］。学术内容的数字化阅读具有如

下特点：阅读主题明确，单篇阅读，阅读方式及费用方

式多样化。

目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以下简称高校学报）的数

字出版主要有以下３种方式：开设自己的网站；以信息

提供者的身份将已出版的内容提供给网络服务商出版

发行；通过互联网，直接将已出版纸质内容数字化后发

送到读者的用户端［２］。在数字化阅读时代，作为科技

学术期刊的高校学报机遇与挑战并存。高校学报应如

何发展，才能焕发出自身的活力，增强竞争力，更有利

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高校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这是每一个高校学报人所面临的大课题。

本文从数字化学术阅读的特点出发，结合高校学报自

身的特点，提出了有关高校学报发展的建议。

１　数字化阅读给高校学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１１　阅读主题明确　数字化阅读已经深入人们的生

活，一种新的阅读习惯日渐形成。数字化阅读与纸质

阅读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阅读的获得方式上。人们可

以通过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瞬间获得所感兴趣的数字

化内容，可以在海量的同类主题中便捷地找到所需要

的内容，而不是逐页翻阅零散纸质报刊。主题词一般

包含在题名和关键词中。为争夺读者阅读市场，选取

恰当的题名和正确的关键词，成为高校学报编辑重要

的案头功夫之一。

１２　精品单篇受宠　传统报刊内容以栏归类，编辑一

般以栏目分工，评价编辑能力常以栏目的影响力作为

指标。数字化阅读遍访各刊各栏，筛除无关内容，集合

相同主题的单篇，单篇阅读取代了整刊或栏目阅读，淡

化了整本期刊的存在，肢解了期刊的汇编权。读者阅

读市场的竞争已不完全取决于整份报刊总体的影响

力，而是某个主题某篇文章的关注度，单篇精品的价值

日益呈现出优势和价值。如何打造精品单篇而赢取读

者，已成为当代高校学报编辑的主攻方向。

１３　联机阅读多元化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有线及

无线网络日趋成熟，可以全面覆盖，并且，阅读终端设

备不断推陈出新，除了台式计算机、笔记本计算机，还

出现了电视机，以及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等等便携式

高科技新产品；因而，使用联网设备上网，通过显示屏

显示网页内容的联机阅读方式日益多元化。阅读趋向

舒适化，可以坐着阅读，也可以躺着、靠着阅读，可以看

也可以通过语音软件来听。只要随身携带一部手机、

一台笔记本或平板计算机等阅读终端，在无线网络覆

盖区域，就可以随时随地联机上网阅读。阅读方式的

多元化，催生高校学报出版方式的多元化。

１４　费用模式多样化　目前比较通用的费用模式有

以下４种：订阅费模式
［３］、站点授权模式［３］、每单位收费

模式［３］和免费模式。网络付费阅读方式，读者只为感兴

趣的论文付费，符合市场细分需求。而网络免费阅读方

式———开放阅读免费获取，出版者虽未取得经济收益，

但由于网络的检索功能提高了阅读的便捷获得性，期刊

内容得到广泛传播，期刊的社会效益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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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校学报的数字化特性

２１　学报出版的公益属性　高等院校的社会服务及

文化传承功能，决定了高校学报的社会公益属性。教

育部《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指出：高等学校学报必

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传

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弘扬民族优秀科技文化，促进

国际科技文化交流；高等学校学报工作，必须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４］。

据此，高校学报一般都明确以报道本校各学科领域的

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应用研究的学术成果为其办刊宗

旨。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的讲话中指

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

创新的重要源泉［５］；因此，为高等教育服务的高校学报

不仅具有科学信息传播与记录保存的功能，还具有教

育责任和文化责任，它是为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储存服

务的，为实现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服务的，为教育事业

服务的，带有公益事业的性质。相对于经济效益来说，

高校学报大都定位为非营刊性质，更多地追求的是学

报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６］。

党的十六大厘清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提

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概念，而担负

公共文化服务责任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是突出公益

属性、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７］。在数字化阅读

时代，国内外学术期刊界掀起了开放阅读的运动，如

《２００１年布达佩斯特公开获取计划》《２００３年柏林宣

言》，以及我国高校的“开放阅读期刊联盟”等，呼吁利

用互联网向读者免费开放更多的学术资源。在文化体

制改革的当下，与产业化的高校出版社不同，高校学报

的经营性仍未显现，而公益性质反而更加凸显。

２２　单篇阅读缓解了学报的综合性　高校学报的属

性和综合型大学的多学科性，决定了以内稿为主的高

校学报内容大而全，特色不突出。这一现象引起业内

的广泛关注。从期刊自身角度来说，高校学报从内容

涵盖面到编排格式都明显雷同，导致受众的针对性弱，

让读者难以选择期刊。数字化单篇阅读方式的产生，

读者选择的是单篇，读者不再需要为阅读某篇文章而

购买整本期刊，包括购买整本期刊中其他既不感兴趣

又看不懂的内容。数字化阅读淡化了期刊整体的功

能，缓解了高校学报大综合给办刊人造成的压力，为高

校学报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综合性已经不是阻碍高校

学报传播的主要障碍。在数字化网络传播的环境中，

无论是总被引用频次还是引用的期刊数均存在快速增

加的趋势［８］，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广度分析也显示出单

篇阅读对促进科技成果传播的积极效果。

２３　阅读量因数字化而增长　知网、万方、维普、中国

科技论文在线等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的崛起，铺设了

数字化阅读的通道。读者通过数字化阅读终端，不仅

在期刊自己的网站上，还可以在这些汇集各期刊载文

的海量数据库文献中，通过数字化检索，便捷地选取所

需的内容，通过付费和免费２种方式进行阅读。

对于付费阅读方式，读者只为感兴趣的论文付费，

这不仅符合市场细分的需求，而且使综合性突出的高

校学报告别了少人问津的尴尬局面，让出版者和读者

双双受益。据中国知网的网络传播统计数据，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每年的浏览量和下载量都在不断地大

幅上升，２００９年一个刊的浏览量或下载量普遍都可以

达到１０万甚至１００万次，远远超过网络阅读之前及目

前的普遍以十或百来计的征订数。据调查，学术期刊

文献海外下载量以平均每年翻１番的速度快速增长，

２００９年超过５００万次
［９］。

而对于免费阅读方式，开放获取更加为公益性高

校学报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Ｓｔｅｖ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分析了标准学科书目中引用的将近１２万篇

计算机科学文献，其结果显示，在高影响力引用率的文

献中，开放获取文献所占比例相当高。例如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年间，被高引用的文献中就有８５％是开放获取

的，而且该关联的强度与日俱增［１０］。以《西安交通大

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某篇文章为例，在中国知网优

先出版和正式出版的９０ｄ里被下载９１次，而在该刊

开放获取的网站４０ｄ内被下载３０９次
［１１］。

可见，数字化阅读快速提高了高校学报论文的被

阅读量，并且，经比较发现，不论是下载量还是被引用

量，开放阅读的文献更受读者欢迎。

３　数字阅读时代高校学报的发展策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数字化出版的环境中，

高校学报的学术影响力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面对新

的阅读时代，高校学报人应该勇于迎接挑战，抓住发展

机遇，顺应时代变革，促进高校学报事业的繁荣

与发展。

３１　凝练精品单篇　数字化阅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是单篇文章，而不是整期刊物。读者希望阅读的篇篇

都是精品，使阅读效率达到最大化。数字化阅读时代，

读者的要求更加深刻地诠释出内容为王的出版精义。

做好精品单篇，以内容取胜，赢得读者市场，从而带动

期刊总体水平提高，这是数字化阅读时代高校学报的

必然发展之路。凝练精品单篇要从组稿上下工夫，而

高校学报内向性使其在组稿上尤显便利。编辑应当加

强与科研人员的联系，关注其研究进展，以便在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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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抢先约到有创新成果的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凝练精品单篇还需要发挥编辑人员的业务特长，

重视题名、关键词、术语的选取，增加论文的显示度，增

多论文被阅读的机会。论文题名、摘要、关键词，往往

是网络检索词的发源地［２，１２］，是数字化阅读条件下读

者首要的关注内容。编辑要着重核查科技术语、专业

名词是否规范标准；要检查题名是否囊括了文章的主

要内容，是否包含了更多的关键词；摘要是否包含论文

的主要信息；关键词选用是否得当。

高校学报主要是为本校师生服务的，发文常常需

要考虑各学科之间的平衡。从凝练单篇的角度出发，

要敢于拒绝平庸，追求精品。有所舍才有所得，唯有这

样的办刊理念和操作方法，才能适应学术期刊出版的

竞争，篇篇精品或多数篇精品才能得到保证，从而带动

期刊整体水平的提高。

３２　数字化出版　数字化阅读呼唤数字化办刊。高

校学报身处高校，在数字化出版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除了学校在办刊经费上的保证以外，还有计算

机学科科研人员的技术支持。国家在教育数字化方面

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学校的网络环境和设备条件也

比较健全。高校学报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建

立自己的独立网站。

编辑加工适合不同阅读终端的内容，而不只是停

留在以采编系统为代表的在线办公。数字化阅读方式

的多样化，催生高校学报数字产品的多样化。数字化

阅读丰富了阅读的视觉形式，不再局限于二维平面视

觉空间，可以获得３Ｄ、４Ｄ的多维视觉效果，特别是图

片可以进行３Ｄ、４Ｄ仿真处理；不再局限于静态效果，

可以采用动态过程的生动演示。阅读不仅可以用眼睛

看，还可以用耳朵听，可以赋以数字信息以语音效果。

阅读选择不再局限于手动操作，可以是智能化操控。

期刊的数字化产品将不仅仅是将纸质产品简单地上传

网络，而是产品本身的真正数字化。

３３　公益化办刊　提倡高校学报公益化办刊，这不仅

是作为学术期刊肩负科学技术成果传播的责任，更重

要的是高等院校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科学文化阵地，

肩负着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使命，高校学报就是高

等院校实现和担负其使命的重要平台；因此，高校学报

追求的应主要是其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６］。

数字化平台环境中的免费获取、开放阅读，应该是

高校学报公益化办刊的一种途径。高校学报在自己的

网站发布文章的全文，将数字内容提供给开放阅读网

络平台，最大限度地追求科技学术和文化信息的传播

效益，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缺乏阅读资源的读者从阅

读中受益。只有定位于公益化，高校学报才能真正肩

负起其历史使命，而不仅仅是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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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范围可以用一字线连接吗？

　　答　不可以。ＧＢ３１０２．１１—１９９３规定：浪纹线“～”用于

连接“数字范围”，如“ａ～ｂ”，“这里的ａ和ｂ为不同的实数”。

因此，在科技书刊中，凡实数的数值范围应当用“～”连接，不应

采用一字线。例如：０．２５～０．７５，３／７～６／７，槡２～槡５，７～１５ｄ，

１９０～２２０ｋｍ／ｈ，第１２１～１２８页，图４～６，表１～３，等等。只有

有起点和终点的时间间隔例外，依据ＧＢ／Ｔ８４０７—２００５，应采

用斜杠或一字线连接，如“自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２年”，应写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或“２００１ ２０１２”。同样，“自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至

１０日”应写为“２０１２０６０１ １０”或“２０１２０６０１／１０”。

（郝　欣）

８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