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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网络查询、电话问询等方法逐一
调研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媒体融合发展现况，为新媒体形势

下高校学报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调研发现，中国高校学报媒体

融合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大众传媒相比，其集团化、一体化

程度低，数字化平台建设缓慢，“物理融合”阶段尚未完成，参与

媒体推介积极性不高，且受不良论文代写群体干扰严重。认为

当务之急必须首先着手解决高校学报媒体机构的初步融合，为

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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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概念是 １９８３
年由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

勒·普尔（ＩｔｈｉｅｌｄｅＳｏｌａＰｏｏｌ）教授首次提出的，随后得
到广泛认可并不断深化［１３］。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
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通信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

体融合已成为世界新闻传播发展的主流趋势和研究热

点，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４５］。

与国外相比，我国新闻出版业媒体融合研究起步

较晚，但经历了２００６年的概念推广，２０１０年国家三网
合并政策的推动后，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

在大众传媒领域，全媒体融合的大型报业集团、传媒集

团、广电集团纷纷成立［６８］。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８日，习近
平总书记专门就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并提

出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全面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体现中央

高层对媒体融合的高度关注，媒体融合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必将迎来新的蓬勃发展机遇［９］。

我国媒体融合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果，但

发展并不平衡，呈现大众媒体发展较快，小众学术传媒

发展缓慢的现象，科技传播领域的融合仍处于低级水

平［１０１１］。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科技的发展，也与我国目

前的科技实力不相符，值得深入研究并积极推动。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是我国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我国国情下科技期刊的特色群体，曾经为我国

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２１３］；但目前却呈现

“小、散、乱、差”的尴尬局面，是新闻出版业改革的重

点和难点所在。如何借助媒体融合的大趋势，充分发

展和改革高校学报值得深入思考；因此，本研究重点调

研了目前我国高校学报群体的媒体融合现状和难题，

并参考既往成功经验提出了初步对策，为高校学报的

改革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及支持。

１　高校学报文献计量学调研及分析

１１　研究对象的筛选　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９０５种会员期刊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一筛选其中的高
校学报群体，剔除非学报类科技期刊，并根据实际进行

增补，共计２８５种期刊。基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ｐｐ．ｇｏｖ．ｃｎ／）获取并统计各高
校学报的基本数据，结合各学报网站了解其历史变迁。

１２　基于中国知网的文献计量学调研　基于中国知
网数据平台对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入选的２８５种中国高校
学报整体发表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数据库包括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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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期刊、商业评论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 特刊等。检索策略如下：期刊名称为“××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或“××医科大学学报”或“××大学学报
（医学版）”（共２８５个刊名）（精确匹配），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入选文献采用ＣＮＫＩ网站提供的文献
分析功能分析数据，以文献计量学的基本定律作为数

据分析的基本方法，简单分析出版年份、高被引文献、

载文量等统计指标，以扼要了解我国高校学报在国内

科技期刊中的发展态势。

１９９４年以来，中国高校学报整体载文量不断上
升，从１９９４年的２万９０６７篇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６万
７３７４篇，整体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但２００９年以后，高
校学报载文量呈现轻微下降趋势，２０１３年为５万９８７３
篇（图１）。高校学报的分布呈现明确的地域差异，北
京、上海、江苏、四川、广东、湖北、陕西等高校聚集地是

高校学报来源的主要区域（占４２．３２％），新疆、贵州、
宁夏、广西、海南、青海、西藏等地高校学报较少

（４６４％）。

图１　中国高校学报整体载文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１３　高校学报发展现况分析　调研结果提示：近２０
年来，中国高校学报整体载文量不断上升，整体影响力

也逐年增加；但２００９年以后，高校学报载文量呈现轻
微下降趋势。这既与国内科研评价的ＳＣＩ体系不断推
广有关，也与非学报类科技期刊不断发展壮大密不可

分［１４１５］，大量优质稿件分流至ＳＣＩ源和高质量的非学报
类科技期刊，值得高校学报界高度重视。与其他专业类

科技期刊相比，高校学报的表现并不具有明显优势。

高校学报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北京、上

海、江苏、四川、广东、湖北、陕西等高校聚集地是高校

学报来源的主要区域，新疆、贵州、宁夏、广西、海南、青

海、西藏等地高校学报较少。高校学报整体刊期不断

缩短，呈现季刊改双月刊、双月刊改月刊、月刊改半月

刊的趋势，提示随着国家对科研的重视，科技产出不断

增加，高校学报整体稿源充足。

２　高校学报媒体融合发展现况调研

２１　调研方法　采用网络调研、电话问询等方法，借
助互联网百度、谷歌、通信设备逐一查询高校学报的媒

体融合指标，具体包括网站建设、开放获取、媒体推介

（微博、微信、推特、专业网站）、数据库收录等。所有

数据由双人录入Ｅｘｃｅｌ表格，进行后续统计分析。
２２　网络建设率　中国高校自建网络率为５６．８４％
（１６２／２８５），西安三才科技、北京勤云软件、北京玛格
泰克是参与高校学报网站构建的主要技术支持方，分

别占３０．２５％、２９．０１％、１６．６７％，其余２４．０７％的学报
网站由各单位自建或与国外出版商合建。中国知网也

参与推进高校学报网络化建设，１７．５４％（５０／２８５）的
高校学报由中国知网提供技术支持。２５．６１％（７３／
２８５）的高校仍没有网络平台，大多采用邮箱投稿的方
式接受稿件。

２３　开放获取及媒体推介情况　高校学报开放获取
及微博、微信等媒体推介平台建设的调研结果显示：

４４．２１％（１２６／２８５）的期刊论文可以通过网站免费获
取论文全文，５．２６％（１５／２８５）的高校学报网站开通了
微信、微博或ＢＢＳ论坛等平台进行信息推送及信息互
动，３种高校学报申请二维码平台，２种高校学报开通
支付宝支付平台；但关注度较低，信息推送周期也较

长。高校学报加入国内数据库的覆盖率较高，基本上

都加入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或重庆维普数据库，加入

ＳＣＩＥ、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ｏｐｕｓ、Ｅｌｓｖｉｅｒ、ＥＭＢＡＳＥ、ＣＡ等国际数
据库的高校学报也在逐年增加。

３　高校学报媒体融合发展现况分析

　　通过对高校学报的逐一调查，可以发现虽然随着
网络化、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高校学报媒体融合取

得了一些进步，但仍处于较低水平。真正具有实际意

义的自建网站高校学报仅占５６．８４％，西安三才科技、
北京勤云软件、北京玛格泰克是参与高校学报网站构

建的主要技术支持方。中国知网也参与推进了高校学

报网络化建设，但是此类网站大多不具有实际意义，仅

仅是期刊的简单介绍和网络化，并没有提供强大的稿

件处理系统，更无法实现读者、作者、编者的互动，目前

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有待提高。此外，目前仍有

２５６１％的高校学报仍没有网络平台，大多采用邮箱投
稿的方式接受稿件，甚至有１种高校学报仍采用纸质
投稿的方式进行稿件处理、运作，这与多媒体融合发展

趋势格格不入，需引起重视。

进一步对高校学报开放获取及微博、微信等媒体

推介平台的建设进行调研，结果表明形势更加不容乐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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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４４．２１％的期刊论文可以通过网站免费获取论文
全文，５．２６％的高校学报网站开通了微信、微博或ＢＢＳ
论坛等平台进行信息推送及信息互动，申请二维码平

台的高校学报有３种，开通支付宝支付平台高校学报
有２种，且关注度较低，社会影响力有限。

当然，部分有影响力的高校学报也以学校为单位

尝试进行多种期刊的融合，成立了期刊社（但是整体

数量仍较少，约占６．３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涌现
出上海大学期刊社、浦江出版社等优秀的融合代表，促

进了高校学报的改革和发展；但不同期刊社融合形式

及程度并不一致，很大部分仅是松散的形式合并，各期

刊仍各自为政，与大众媒体的集团化、一体化相比，融

合意识和深度远远不够，制约了整体多媒体融合程度

的提高。

高校学报加入国内数据库的覆盖率较高，基本上

都加入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或重庆维普数据库，加入

国际ＳＣＩＥ、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ｏｐｕｓ、Ｅｌｓｖｉｅｒ、ＥＭＢＡＳＥ、ＣＡ等数
据库的杂志也逐年增加。这对高校学报多媒体融合发

展来讲是有利的，提供了后续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可能

和基础。

４　高校学报媒体融合发展网络环境调研及分析

　　本研究在网络调研过程中意外发现大量的论文代
写机构充斥互联网，严重威胁了高校科技期刊的良性

发展。近年来，论文产出成为评价专家科研水平、高校

教师职称晋升的主要指标，一系列的论文代写群体和

机构也应运而生。它们借助互联网技术主动联系专家

学者，表示可以提供论文发表服务，形成了庞大的产业

链。我们在采用网络调研法逐一调查高校学报时，发

现大量的虚假核心期刊、高校学报投稿网站充斥网络，

而且占据百度搜索引擎首要位置，很多学报的官方投

稿网站或推介平台反而被推到非重要位置，形成了期

刊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严重干扰了高校学报

的网络化、数字化进程。

这些网络共同的特点是网络化程度高，推介平台

完善，与社交平台融合程度高，还可以通过支付宝、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在线支付，且涉及期刊的种类很多，

类似形成了出版资源的融合，产业化程度较高，影响较

大。广大的作者或读者往往无法分清正式刊物与非法

刊物，由此还催生了具有欺诈性质的造假刊物的诞生，

值得引起重视。

论文代写、投稿网站的非正常发展有多种原因，涉

及多个方面。首先，单一论文评价体系的推广催生了

论文产业链，很多国外公司也参与成立 ＳＣＩ论文代写
机构或网站，国内中文期刊当然也无法避免。其次，中

国科技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网络化、数字化进程的

落后客观上也为非正规渠道网站的“蓬勃发展”提供

了便利和条件。大多数高校学报虽然也建立了自己的

网络，但是后续推广、维护的程度较低，某些高校学报

甚至在百度里找不到它们真实的网页。当然，其他还

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如社会及科研环境的浮躁化、功

利化等，也是催生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不

做赘述。

５　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对策

５１　多管齐下切实提高高校学报媒体融合度　相比
国内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高校学报媒体融合形势不

容乐观。高校学报应根据自身实际主动迎接挑战，把

握机遇，多管齐下，顺势而上，有所作为，将自身打造成

一个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多媒体团体。由于历史原因

及现实国情，高校学报目前仍处于多媒体融合的初始

阶段，“物理融合”阶段尚未完成；因此，当务之急是解

决高校学报媒体机构的融合，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具

体措施可以概括为“一个大平台”“多个分中心”“紧扣

学科，互帮互助”。

１）一个大平台。高校学报及科技期刊由于分属
很多不同的部门、学会，采用集团化物理融合的方法并

不合适，也无法做到，必须另辟蹊径。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研究会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学术团体，可以借助这

一组织构建一个可供所有会员期刊资源共享、共同采

编、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大平台，所有会员期刊可以借

助这一平台进行信息的采编，内容发布，编读互动。建

立统一的采编团队，制订全局的采编计划，统一获取资

源信息，避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以及重复浪费。这就

要求在团体内部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统一调度、协调

各部门采编人员的工作进程，打破利益、制度的樊篱，

统一管理、共同开发［９］。中国知网、北京玛格泰克、北

京勤云软件、西安三才等公司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部

分有条件的优质高校科技期刊可以先行先试，逐步推

广，最终形成一个大型的高校科技期刊传媒平台。

２）多个分中心。大平台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具体
的操作和运行还必须依靠各家期刊。根据既往经验，

可以尝试以学校或行业为基础成立期刊社（期刊中

心），形成一个个的运行中心，具体负责高校科技期刊

的媒体融合改革。多家学术期刊成立期刊社（中心）

可以集中资源，优势互补，使得受众群体相对集中和扩

大，降低信息传播成本，使得供受互动、微博出版、手机

出版成为可能。分中心管理模式也使得一个大平台下

的集体管控模式有了抓手和着力点，自上而下的运行

成本也大大降低。目前的互联网、多媒体通信及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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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为期刊社的成立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合并便利，

物理距离并不会成为合并的障碍。上海大学期刊社、

中华医学杂志期刊社已有的成功经验也提示此种模式

的可操作性［１４１５］。

３）紧扣学科，互帮互助。内容是学术期刊的生
命，没有好的内容融合得再充分也无法吸引受众群体；

因此，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必须紧扣学科发展前沿和

受众偏好。高校科技期刊编辑在选择信息来源及内容

时可以更多借助多媒体融合技术、数据挖掘技术进行

学科前沿及受众群体偏好的分析，使得信息内容更有

针对性，从而全面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一体化平台信息资源的共享的确有利于不同期刊

的融合发展；但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期刊同质性太强，很

难进行有效的资源共享，因此，可以鼓励在期刊社内部

根据各自特色重新选择传播信息的侧重点，甚至可以

变更刊名，将同质性竞争转化为差异性互补，互帮互

助，有效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不同媒体真正融合。

５２　加强多媒体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人才梯队的建
设是多媒体融合改革成功的关键，目前主要来源于传

统媒体的从业人员适应新媒体的能力参差不齐，缺乏

能采会编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１０，１６１８］；因此，高等院

校及新闻传媒单位在培养媒体人才时需注重对多媒体

应用能力的培养，学科课程设置也需做相应调整———

进一步加强学科融合，从理工科、医农学专业引入传媒

人才，培养一批“能采、会编、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切实提高我国新闻出版业多媒体从业人员的水平［９］。

５３　疏堵结合净化小众学术媒体融合发展环境　媒
体网络上充斥的论文代写干扰了科技期刊的良性发

展，必须引起重视。改革现行的科技管理和评价体制

是杜绝此种现象生存土壤的根本途径，但这并非朝夕

之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新闻出版媒体融合

这一具体角度而言，目前形势下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

可能有利于缓解当下的严峻形势。所谓“堵”即在国

家、政府、学会层面严肃打击非法团体、非法网站的存

在，并通过多媒体传媒手段将之公布于众，净化科技期

刊发展环境。所谓“疏”，鼓励高校科技期刊加强自身

多媒体融合建设，加强各自学科受众的媒体推介，吸引

受体注意力，分流信息来源；同时加速集团化进程，依

托高校科技期刊平台，打造一批有公信力、影响力、生

命力的权威网站和信息传播平台，解决编者、作者、读

者互动困难的难题，尤其着重解决作者信息发布困难

的难题，使得非正规的信息传播途径无法生存，自行消

亡。必须加强与国内外知名搜索引擎及科学社交网络

的密切联系，鼓励进行多种形式的信息传播合作，推

介、展示自我，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融合。

６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高校学报媒体融合仍处于较低水
平，但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且处于备受重视

的大好时机，学报群体应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全面提

升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水平，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更

好、更优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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