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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学视角下的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

张　静　程启厚　王明华　丁佐奇　郑晓南
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２１０００９，南京

摘　要　通过分析科技期刊的生态特征和组织结构，分层面指
出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科技

期刊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并作举例分析。认为科技期刊应主动

顺应出版生态规律，处理好与生存环境及竞争对手等多层次、

多因素的关系，才能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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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转向多学科
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

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

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１］。生态化在各

个学科领域以及社会实践中的应用日益成为焦点和趋

势。就科技期刊而言，期刊生态系统是一个充满适应与

不适应、平衡与不平衡、共生与竞争、退化与进步的矛盾

运动的社会生态系统。借助于生态学的相关理念和研

究成果，建立一整套适用于期刊生态学研究和指导办刊

实践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促进期刊生态和谐地发展，保

证办刊理论和办刊实践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科技期刊的生态学特征

　　生态学研究的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共同的相互
关系”，科技期刊生态学是研究自然以及人类科技文

化环境与科技期刊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情形，是期

刊学的一个分支。在科技期刊“人—期刊—社会—自

然系统”的生态链中，探讨科技期刊所处的社会文化

环境是如何影响科技的发展，科技期刊又是如何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与发展。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有机体都必须依赖

周围的生物或无生物，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才能

存在。科技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也不例外。在科技期刊

所处的全面的、复合的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各种

因素的种类、数量和空间配置，在一定时期均处于相对

稳定的状态。本文以生态学观点考察目前科技期刊生

态系统的组织结构、影响因素，从多层次入手，探讨生

态学视角下的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提出若干改善我

国科技期刊生态系统的策略。

２　科技期刊的生态组织结构

　　组织生态学是一种运用生态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
概念、模型、理论和方法来对组织结构及其所受环境影

响进行研究的理论［２］。研究期刊生态系统及其组织生

态学内容，也就是研究这一系统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各种

矛盾，进而分析科技期刊在大环境中的竞争与合作，研

究在竞争条件下如何提高期刊的适应和生存能力。

科技期刊的生态结构网络系统各部分被物质流、能

量流、信息流等各种关系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笔者

根据科技期刊活动的特征，将其基本生态结构分为３个
主要层次，２０种重要因素（图１）。第１层次是核心层，由

表示信息流、能量流和物质流的传递

图１　科技期刊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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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发展的内源性因子构成；第２层次是支持层，构
成要素是期刊发展的外源因子；第３层次是环境层，由多
种综合因子构成，如政策因素、价值导向、办刊理念等。

就各层次的若干因素具体分析，稿源是刊物具有生命力

和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有了充足的稿源才能精选出优

秀稿件，保证刊物的质量，缩短刊发周期。作者是期刊论

文的原始创造者，是期刊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主编是

科技期刊的学术领军人物，担负制订并实施期刊发展战

略，对期刊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把关等重要职责；主编的

学术权威性可以有效提高期刊在读者和作者心目中的地

位。编委会的主要职责是把好质量关，利用编委的信息

优势和学术优势，增强刊物的导向性和指导性功能。编

辑部是期刊建设的组织者，编委会决策的执行机构，是推

动提高办刊水平的主体力量［３］９４。

科技期刊经营理念与模式、管理者重视程度、期刊

声誉等，都会左右期刊的影响力和发行面。学科发展

水平与相关领域的期刊发展正相关，学科发展水平高，

则该领域内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较好［３］１０１１０２；科技期

刊的发展需要学科发展做后盾，没有学科的发展，就很

难有科技期刊的真正发展。同类期刊发展水平较高，

对期刊的发展也具有正影响。期刊评价环境、科研评

价政策和评价导向如果失当，过分注重量化学术指标，

引发学术不端，会给科技期刊的发展带来负影响。

在科技期刊生态系统中，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

在科技期刊核心层和支持层、环境层之间传递：学科发

展的先进性与科技期刊高水平的关系，科技期刊高水

平促进学科发展，产生更多优秀作者、优秀论文，数字

化发展水平促进科技期刊的传播与交流。政策体制、

办刊理念影响期刊的发展速度，期刊的高水平、快速发

展也影响高层的决策。经营模式的创新、刊物的高水

平发展都可以吸引更多的融资出资机构，协助刊物的

发展，如理事会单位、协办单位等形式。图书情报机

构、期刊评价体系等研究期刊的各种指标，为期刊合理

的自身评价、竞争评价提供了参考。优秀的科技期刊

可以提升主办单位的声誉，主办单位的重视程度也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期刊的发展速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技期刊生态系统的３个
层次、若干因素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科技期刊在这

种互动中不断完善自己，保持系统中各个层面之间的动

态平衡，具有自调节功能，是以人为核心的复合系统。

科技期刊生态系统各因素之间表现为一种共生关系，没

有一个因子离开了其他因子而能持续存在或者继续生

存下去，缺乏其中任何一种机制的系统都是没有生命力

的系统，这种共生关系既错综复杂又和谐平衡。

３　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

　　在可持续发展观中，生态的持续发展是其最核心的
基础和前提。就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来看，

它是一个多元发展的综合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是有诸多许可条件的支撑。科技期刊生态系统也存在

生物适应环境的规律，生态系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协调

发展的规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

系统发育进化规律等［４］。通过对生态规律的理解和把

握，建立相对平衡、协调共进的科技期刊生态系统，是建

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传媒体系的重要内容。

生态学视角下，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

为科技期刊、人、环境全面、协调发展，具备核心竞争

力，系统平衡稳定，良性循环。具体表现如下。

１）核心层。优质稿源充足，刊物发展可持续。以
人为本，办刊队伍稳定，编辑自我价值可以实现，作者、

读者、编委等都可以从刊物中受益。刊物功能及办刊

宗旨明确，可以促进学科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

时可以以学科带动刊物发展，在满足学科专业创新发

展需求的基础上，凸显刊物的特色优势。

２）支持层。刊物具有综合协调发展的能力，具有
竞争力，不断进化，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增强刊物自我

经营、良性发展能力，经营具可持续性。同时，主管部

门对刊物的发展很重视。

３）环境层。办刊机制完善，办刊理念有创新性，
注重效益。政策导向合理，刊物可以合理利用环境因

素，充分发挥环境因素对办刊的积极作用。

４　改善科技期刊生态系统的策略

　　限制因子法则是生态学中重要的生存法则，科技
期刊在发展中也面临限制因子的作用。如由于我国科

技水平的相对落后以及学术研究的功利化，使得我国

科技期刊优质出版资源相对稀缺，成为限制我国科技

期刊整体水平提高的限制因子。条块分割的科技期刊

出版管理体制造成过度管理，严重制约了办刊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制约了竞争，致使“一半重复，一

半分散”。这又使得一部分科技期刊难以获得相应的

读者资源和广告资源，只能靠主办单位的拨款艰难度

日［５］。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主要症结是核心竞争力

不足，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科技期刊应该主动顺应出

版生态规律，处理好与生存环境及竞争对手等多层次、

多因素的关系，是科技期刊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４１　科技期刊生态系统核心层生态策略
４１１　生态位策略　科技期刊的生态位，是指最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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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生存与发展的生存区，包括空间生态位和营养生态

位［６］。科技期刊找准了自己的生态位，营造最佳生态

位，实现特色经营，就意味着拥有了生存和发展权。目

前我国科技期刊往往不善于发现原始生态位，不善于

开拓新领域，很少能在发现和寻找原始生态位方面取

得成绩。有学者认为，内容同质化的结果会使读者对

媒体的选择性降低，替代率很高、经营上趋同的竞争手

段会使多数媒体无法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和核心

竞争力，在竞争中很易受到新生媒体的影响和冲

击［７］；因此，确定独特的受众定位、特定的读者对象和

市场空间，培育杰出的传媒人才队伍，强化办刊策划能

力，突出刊物个性，实现差异化生存，才能形成以期刊

的独特优势和个性为核心的竞争能力［８］。

示例１　专刊选题策划。《药学学报》针对与人类
重大疾病相关的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设立专刊或专

栏，如抗甲型Ｈ１Ｎ１流感药物研究专栏、抗艾滋病药物
研究专刊、多靶标药物研究专刊等，对于《特别报道》栏

目，邀请国内活跃在药物研发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该领域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等通过研究

论文或综述集中展现给读者，集中报道创新药物研发领

域某一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或具有创新性、突破性

的研究成果，以期促进学术交流，加速创新药物研发速

度，服务于人类。专刊发表的文章形式主要是研究论

文，部分为研究综述。所刊载研究论文都有较高的下载

和引用，对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示例２　特色栏目策划。《中国天然药物》的《思
路与方法栏目》，共出版２１期，出版专辑（增刊）２期
（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８年），获江苏省期刊协会“特色栏目奖”，
成为品牌栏目。栏目策划考虑可读性，提高关注度、下

载率和引用率，根据创新性、权威性、前瞻性、可读性的

要求，打造来源于天然、兼融中西方创新药物研发思路

与方法。在ＣＮＫＩ高下载ＴＯＰ２０中，１７篇为该栏目文
章。栏目品牌、会议品牌和刊物品牌共生共荣，相互促

进，使《中国天然药物》期刊品牌深入人心［９］。

４１２　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　人是科技期刊生态系
统中最活跃、最富能动性的生态因子，人才属于科技期

刊核心竞争力的主体层面。人本因素的可持续发展是

带动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人才始终是科

技期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一方面，通过密切关注并正确把握学科发展脉络，

与科研人员保持深入、有效的联系，让刊物切实成为值

得依赖的创新成果交流平台，实现科技期刊稿源的可

持续性经营［１０］；另一方面，科技期刊的发展需要一大

批更强有力的编辑出版团队，一大批更优秀的编辑出

版人员。再者，与刊物相关的社会资源中，也有大量可

以支持刊物可持续发展的人本资源。这些都应该成为

刊物以人为本发展策略的重点关注对象。

示例３　培育科技期刊编辑队伍。中国药科大学
期刊编辑部领导为营造青年编辑成才环境，实施参加

业务培训班、鼓励攻读在职学位等继续教育工程以及

开展集体编辑业务学习制度等，同时要求青年编辑通

过积极开展编辑学研究、工作中主动汲取知识等方式

自我完善，实现新时期的复合型编辑人才的架构［１１］。

示例４　拓展科技期刊办刊的社会资源。《中国
科学》和《科学通报》于２００８年３月，通过中国科学院
的牵头，成立了《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两刊”理事

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国家发改委、教育

部、科技部、财政部、中国工程院以及各大高校等与我

国科教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家管理部门和科研、教

育单位的领导担任了“两刊”理事会理事，共同为“两

刊”的发展献策出力。这样，优势、优秀的社会资源为

刊物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４２　科技期刊生态系统支持层和环境层生态策略
４２１　多元化经营策略　经营管理水平是一个团队
素质和能力的综合反映。目前，我国科技期刊７０％以
上是非独立法人编辑部，没有资格作为市场经济的主

体独立经营。科技期刊缺少称职的经营管理人才，编

辑等人员缺乏经营管理意识、理念和习惯，是一个突

出、长期、普遍的问题。

科技期刊生态系统多影响因素并存，决定了科技

期刊多元化经营的必要性。调整期刊结构、整合出版

资源，有效减少期刊资源的浪费，如建立行业期刊信息

中心或整合资源联合办刊，打造科技精品期刊，提升核

心竞争力水平。有学者提出科技期刊出版产业链的资

源整合，从系列化、一体化、多元化３个方面构建科技
期刊的产业链的办刊模式［１２］。科技期刊受到社会资

本的影响，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与上级领导及社会团

体或机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获得更多支持，加强编

辑部社会资本维护，并发挥其积极作用［１３］。通过协作

办刊，打破壁垒，在人才、稿源、经营方式上互通有无，

取长补短，共谋发展，实现规模发展策略。

示例５　《中国天然药物》以形式推动需求，注重
管理模式、出版模式、服务模式多元化和立体化，探索

与刊物相协调的多种经营模式，“摸着石头过河”，形

成品牌特色。

示例６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中华医学会所拥有
的期刊已达１２３种，形成了学科分布合理、种类齐全、
国内医药卫生界数量最多、影响及权威性最强的医学

期刊系列。实行“统一办刊指导思想、统一管理办法、

统一模式、统一编排标准、统一经营”原则，逐步形成

９１３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４卷

了集团化优势和规模效应，使整个系列期刊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经济中保持稳定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１４］。

４２２　准确定位，凸显科技期刊的社会功能
首先，科技期刊应注重为读者、作者服务。读者是

期刊的消费者，要想赢得更多的读者，办刊者就要急读

者之所急，想读者之所想，供读者之所需。科技期刊可

以通过准确定位学科读者、作者群，建立作者库，及时

推送刊物文章，提供信息服务。积极培育可持续发展

的作者队伍。

其次，科技期刊应注重为学科发展服务。科技期

刊是影响科技发展的软实力［１５］，是学科科学研究成果

交流的平台，这决定了其为学科发展服务的自然属性。

科技期刊与科技经济协调发展，要建立起与科技经济

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技期刊体系，刊物功能及办刊

宗旨明确，可以促进学科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

时可以以学科带动刊物发展，在满足学科专业创新发

展需求的基础上，凸显刊物的特色优势。

第三，科技期刊应注重“两种效益”并举。《中国

天然药物》注重刊物软实力的培育，多次组织策划大

型学术会议，形成品牌效应。编辑部细心关注编委科

研工作的需要，举办２０多次编委会、组稿会，策划多种
形式的主题活动。如策划“新药评审技术咨询会”“国

家基金项目与申报技巧说明会”，特邀国家各部委专

家就创新药物新药注册审评的技术问题，以及国家各

类基金项目申请和申报技巧向编委提供咨询服务，互

动交流使编委、理事等获得很大收益，刊物也取得了显

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４２３　以生态化办刊理念，积极顺应出版生态规律　
生态化的办刊理念，要求编辑有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

重视科技期刊生态系统的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善

于总结规律，适应时代变革，引领科技期刊的科学发

展。通过对《中国天然药物》过去几年中文献计量学

的定量及定性分析，发现办刊中的不足，也总结了经

验，扬长避短，在日后的工作中，更容易有针对性地提

高刊物的内在质量。同时，也为提高办刊水平提供借

鉴［１６］。科技期刊对出版环境的生态适应还包括适应

读者环境的改变，适应出版环境的数字化等。

我国在科学技术评价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

索；但目前暴露出的评价制度不健全、评价体系不完

善、评价方法不规范等问题，受到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同时这些问题对我国学术刊物的冲击也比较大。规

范、改革现行的科研、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积极倡议、逐

步完善有利于科技期刊发展的宏观环境，在逐步完善

的体制下寻求期刊更大的发展空间。

５　结束语

　　可持续发展观是以生态持续发展为最基础前提条
件的发展观。如何使科技期刊体系模仿自然生态系统

的运行规则，需要提出构建科技期刊和谐生态环境的

方法和路径，以实现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分

析，我们认为人是科技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质量是

科技期刊的根本，环境是科技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只有兼顾科技期刊生态链中的各个方面，实现科技期

刊生态系统的平衡，构建合理的科技期刊生态战略系

统，才能实现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６　参考文献

［１］　纪秀明，杨晓丽．当代学术期刊生态危机与儒学伦理制衡
［Ｊ］．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６（２）：１２６１２８

［２］　梁磊．中外组织生态学研究的比较分析［Ｊ］．管理评论，
２００４，１６（３）：５１５７

［３］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２０１１
［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　余谋昌．生态哲学［Ｍ］．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１２１１６

［５］　俞涛，王道平，张高明．科技期刊的生态化生存策略［Ｊ］．
科技与出版，２００８（７）：２８３０

［６］　俞涛，王道平，张高明，等．科技期刊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学
思考［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１）：３ ５

［７］　郑保卫，唐远清．试论新闻传媒核心竞争力的开发［Ｊ］．
城市党报研究，２００５（３）：４７

［８］　刘京希．个性决定期刊的竞争力［Ｎ／ＯＬ］．光明日报，
２００４０９ ３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４６７７／
２１９６３／２８９５１７４．ｈｔｍｌ

［９］　郑晓南，丁佐奇．学术期刊专栏策划与下载率及学术影
响力的相关分析［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６）：５５８５６１

［１０］宫福满，邓秀林．科技期刊稿源的可持续性经营［Ｊ］．编辑
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３１０５

［１１］陈玲，邹栩，郑晓南．关于高校科技期刊青年编辑成才模
式的思考［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３）：２６８２７０

［１２］刘明寿．科技期刊出版产业链的资源整合［Ｊ］．中国高校
学术出版（ＩＩ）：２００９，１５１１５４

［１３］陈银洲．社会资本与科技期刊［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８，２０
（２）：１０１１０３

［１４］蔡丽枫，游苏宁，王旌，等．传承经典，再创辉煌：中华医学会系
列期刊的发展历程［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０，２１（１）：１７

［１５］王利民，王新，凌晓燕．科技期刊是影响科技发展的软实
力［Ｃ］∥第六届长三角科技期刊发展论坛论文集，２００９：
６５６９

［１６］张静，郑晓南．《中国天然药物》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载文及其计
量学分析［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６）：１０６５１０６８

（２０１１１２２６收稿；２０１２０２２０修回）

０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