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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科协期刊发展平台项目

关于专业性学科刊群构建与发展的思考∗

骆　超　钱向东　彭桃英
河海大学期刊部,２１００９８,南京

摘　要　在国际期刊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背景下,回
顾国外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发展路径,在分析比较我国现有科

技期刊集群模式的基础上,认为专业性学科刊群是当前我国刊

群建设的核心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对专业性学科刊群的建

设和未来发展进行思考,提出发挥优秀期刊的品牌效应,基于

现有集群进行品牌扩张和强强联合,以集群平台项目的建设为

纽带推动刊群的建设,由期刊出版业向信息服务业转型等专业

性学科刊群的建设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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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１５年统计结果,我
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６年排在世界第２位,目前

我国科技期刊总量达６０００多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科技期刊大国[１].虽然科技期刊和国际论文的数量

均居世界第二,但我国科技期刊分布散、规模小,期刊

的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未得到充分认可,大量优质稿

源流向外刊.究其原因包括科研管理部门的政策导

向、出版单位的体制机制问题、亚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

等.当我国科技期刊还在低谷中徘徊、在困境中摸索,

国际科技期刊正朝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大踏步

前进,许多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相继建设了集成各类资

源与服务为一体的网络出版平台,并在我国攻城掠地;
反观我国期刊普遍单打独斗的运作业态,其未来的竞

争力不容乐观[２].在这种形势下,期刊集群化发展,已
成为期刊主管部门、期刊界同人所认同的一种较为理

想的应对模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回顾国外科技期刊集

群的发展路径,分析比较我国现有科技期刊集群模式,
探讨我国科技期刊集群的未来发展趋势,并针对专业

性学科刊群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总结和思考.

１　国外科技期刊集群的发展及启示

１１　国外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发展路径　世界上最

早的科技期刊诞生于１６６５年,到１９世纪中叶,全世界

已有１０００余种科技期刊[３].最初,国外科技期刊主

要由高校、科研院所、学会、协会等机构主办,期刊盈利

能力弱,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出版.

２０世纪中期,随着科研经费的增长和科技水平的

提高,科技论文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促进了科技期刊出

版业的蓬勃发展.大学及学会等机构受到各种条件的

限制,无法满足大量科研论文公开发表的需求,一些商

业出版公司看准商机进入科技期刊出版业,通过创办

新刊、代理出版、兼并、收购等方式,逐渐成长为以

Elsevier、Springer、Wiley和 TaylorFrancis为代表的

国际科技期刊出版集团[４].这些大型出版企业通过规

模化经营、集团化运作,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
出版了上百种甚至上千种期刊,其分支机构和办事处

遍布全球,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５].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立,其集

群化、规模化发展的优势更加明显,并开始逐鹿我国出

版市场[６].

１２　对我国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的启示　经过几百

年的发展历程,发达国家的出版业通过强强联合和业

务重组,涌现出一批国际商业出版集团,以规模化和产

业化的方式实现了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赢[７８].从其发展路径来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
大、做强、做好是期刊出版单位的唯一选择.在越来越

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单刊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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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科技期刊应

尽快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
由于我国期刊管理体制的约束,使得难以在短期

内组建类似于国外的大型期刊出版集团,需探索适合

我国国情的期刊集群发展道路.实践告诉我们,只有

在形成专业强势和适度垄断之后,知识资本才能充分

发挥效应.在当前国家新闻出版政策的导向下,我国

科技期刊集群应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在内容组织方面

的专业优势,搭建专业性期刊集群平台,借势资本运

行,实现我国科技期刊从“小作坊”越过“大卖场”直接

跃至类似于“天猫超市”的期刊集群网络出版平台的跨

越式发展.

２　我国科技期刊集群发展现状及趋势

　　１)我国科技期刊集群发展的现状.以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为代表的商业网站基本覆盖了我国所有的科

技期刊[４];但这只是技术服务商提供的科技期刊网络

发行平台,是一种浅层次的内容集成,不在本文讨

论范畴.
国内专业性期刊集群的发展起步晚,但已形成了一

些有影响力的期刊集群,如中华医学会医学期刊集群、
中国光学期刊联盟、中国地学期刊集群、科学出版社期

刊集群、卓众出版有限公司期刊集群等.集群依托网络

数字平台而存在,并以提供论文资源和信息服务为核心

来聚集期刊,从而形成一定的合力[９];但由于我国期刊

小规模分散出版的体制造成出版资源整合困难,再加上

平台建设经费匮乏,科技期刊的集群化发展步伐总体迟

缓,集群数量较少,组织形式相对松散,缺乏凝聚力[９].
有的集群片面追求加盟期刊的数量,跨行业、跨地区、缺
乏深入交流与合作的“草根联盟”使集群难以形成核心

竞争力.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科技期刊集群建设还处于

初级阶段,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服务功能远未形成.

２)我国科技期刊集群模式比较.我国科技期刊集

群模式的分类林林总总,如国荣等[１０]按照学科领域、
学术层次、文献语种等进行分类;张淑娟[１１]按地域、专
业划分集群;蒋超等[１２]将期刊集群分为主办单位、出
版单位、网络集群模式３种;王铮[１３]按学科专业刊群

模式、专业学会或行业协会刊群模式、出版社(期刊社)
或公司经营刊群模式、内容集成商刊群模式和网络聚

合刊群模式进行分类.无论哪种分类方法,专业性学

科刊群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种.
笔者分析刊群发展现状及前景,将我国科技期刊

集群模式分为以下几类:第１类是主办单位刊群,如综

合性大学主办的以大编辑部形式存在的刊群;第２类

是出版单位刊群,如科学出版社组建的期刊集群;第３

类为专业性学科刊群,如中国光学期刊联盟.此外,还
有由同一主管单位、同一层次、同一区域的期刊组建的

集群,以及随意组建的刊群等.
由于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分布在全国

各地,同一主管、主办单位的期刊数量有限,难以形成

规模优势;同一区域、同一层次的期刊,虽然具有地域

优势或其他共性,但由于期刊之间相关性弱,读者、作
者群没有交集,集群内部难以形成强大的“黏聚力”;只
因办刊人志趣相投而随意组建的草根联盟更难具有行

业影响力.
专业性刊群是将相近学科领域内的期刊,通过线

下办刊人的交流与线上网络平台的构建聚集在一起,
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网络化出版的期刊群体.从现状

来看,我国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期刊集群大多是专业性

期刊集群,即使有些期刊集群最初是由同一主办单位

的期刊组建而成的;但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突破了主

办单位的限制,吸引了越来越多相同学科背景的期刊

加盟.如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２０１０年创建的材料

期刊联盟,创建之初仅有该研究所编辑出版的６种核

心期刊,截至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已发展到２６种来自不

同主办单位的加盟期刊,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１４].虽

然专业刊群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然而相对于我国各学

科庞大的期刊数量,目前专业性学科刊群种类偏少,数
量不多,集群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总体较弱.

３)专 业 性 学 科 刊 群 是 未 来 我 国 期 刊 整 合 的

大趋势.

① 顺应新形势的国家新闻出版政策导向.近年

来政策层面的引导推动了专业性期刊集群模式的探索

和发展.«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指

出,要“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

术期刊群”.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在资源环境

科技期刊集群平台建设研讨推进会上号召学术期刊要

“积极参与和探索推进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开放集群平

台的建设和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

司赵旭雯处长在２０１５年江苏省期刊主编培训班上指

出,国家重视推动期刊资源的整合集约,尤其是期刊的

自发松散联盟向有法人资格的实体转变.中华医学会

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姜永茂建议,应充分发挥社团、大
学等学术机构在内容组织方面的优势和出版单位在专

业化出版、经营、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强强携手,尽快

实现规模化、集团化出版.

② 以学科为纽带更易于培育和树立刊群品牌.
科技期刊自诞生之日就具有强烈的学科属性.科技期

刊一般都基于某一学科并与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

专业期刊领域,处于相近学科领域内的期刊,因办刊宗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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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具有共性或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可以整合形

成一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期刊群.这些期刊面向

同一学科领域不同层次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拥有相互

交叉的审稿专家库,作者、读者及广告客户同属一行业

领域.通过构建专业性学科刊群出版平台,免费提供

同一学科领域的论文资源、行业资讯等,使之成为凝聚

科研人才、服务学科建设和行业发展的平台,易于在行

业内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产生品牌效应.如«中国激

光»杂志社创办的中国光学期刊联盟涵盖了全国５０种

光学期刊,包括国内所有光学SCI期刊和 EI期刊,树
立了我国光学出版的品牌.

③ 满足期刊发展,学科发展和读者、作者的多方

需求.期刊在学科领域内的聚合既是期刊发展的需

要,又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对于加盟期刊而言,刊群具有明显的资源、技术和

功能优势,刊群内的期刊通过互利共存、优势互补可以

形成具有共同目标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定期友好磋商,
利用高校、学会或协会等主办单位强大的后盾支持及

共有的专业资源优势组织学术会议,开展广告经营等

活动,集体作战,实现共赢.
对于学科而言,将同类期刊进行整合可促使该学

科领域科研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规模化传播和利用,
更好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对学科结构的调整和规划亦

具有借鉴意义,学科刊群内的期刊分布应与专业布局

具有联动关系.
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相比现有商业网站,专业性学

科刊群出版平台具有论文资源免费获取、专业细分、服务

细化、数据更新快等优势,避免了前者涵盖学科范围过广

的缺陷,能提高检索效率,方便学者了解本学科不同层

次、不同定位的期刊,并且更加快捷地进行投稿、审稿和

学术交流[１５].
综上所述,以学科为纽带,构建专业性学科刊群出

版平台顺应了国际期刊业和国内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趋

势,反映了读者、作者、审者、编者等多方的共同诉求,
是未来我国期刊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是当前我国刊

群建设的核心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

３　关于推动专业性学科刊群建设的思考

３１　利用优秀期刊的品牌效应组建名刊引领型刊群

　优秀的学术期刊是集群化发展的优质资源,以本学

科的名刊、大刊为龙头,可以在短期内积攒人气,在行

业内形成号召力,吸引越来越多具有相同学科背景的

期刊加盟,使集群形成规模化效应.
纵观国内几家非营利学术期刊集群的龙头期刊,

几乎都是相应专业领域公认最好的期刊,由这些期刊

主导的期刊集群因此获得了各自领域内相当数量期刊

的响应[１６１７].相对弱小的期刊,更希望借助于期刊集

群的力量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学习龙头期刊的办刊

经验,分享审稿专家库、作者群等核心资源.
因此可以认为,利用优秀期刊的品牌效应易于快

速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名刊引领型学科刊群.

３２　基于现有集群进行品牌扩张和强强联合　由具

有一定规模、具备成熟集约办刊经验的期刊集群牵头,
联合行业内其他品牌期刊进行资源共享和交流合作,
实现强强联合和品牌扩张,有望形成实力雄厚的高水

平专业性精品期刊集群.
例如河海大学期刊部在经历３０年的集群探索后,

塑造了“河海期刊”这一“水”系列期刊品牌[１８].２０１５
年,河海大学期刊部联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和江苏

省水利学会,牵头创建水利学科期刊集群,这３家单位

具有强大的水利学科优势,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合作基

础,旗下期刊代表了我国水利期刊的领先水平.通过

充分发挥已有河海期刊集群１０多年的发展经验,在现

有刊群的基础上进行品牌扩张和强强联合,有望提升

我国水科学刊群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３３　以集群项目为纽带推动刊群的建设　专业期刊

集群平台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公益工程,需要主管部

门、主办单位、行业学会或协会等的扶持和资助.期刊

集群项目的实施为我国科技期刊的集群化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机遇和一定的资助资金;然而,从资助项目的数

量和资助金额来看,面向单刊的数量远大于面向刊群.
例如:２０１５年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有１７０

个资助项目面向单刊,仅有１１个项目资助刊群;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科协精品科技期刊项目中２０项面向单刊,只
有１项针对刊群.

对刊群的资助金额相对于专业期刊集群平台的建

设属杯水车薪.由于在数字出版、集约化运营等方面,
单刊的发展已经遇到瓶颈,集群的发展势在必行;因
此,建议中国科协等部门将重大资助项目转向刊群,增
大对刊群的资助数量和力度.各期刊积极向主办单位

争取配套资金,提高其在刊群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
以项目为纽带,形成同行协商交流机制,定期组织会议

商讨期刊集群平台建设中的具体事宜.

３４　以细分与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　相近学科背景

的期刊的竞争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专业细分,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是避免集群内部期刊同质化恶性竞争的唯

一出路.
例如在现有的河海期刊集群中,刊社负责人早在

１０年前就对旗下５种水利学期刊制定了差异化发展

策略,走专业化、特色化、国际化发展之路[１８２０],来稿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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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在水科学、水工程、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及水利

经济等不同二级学科,术有专攻,各有侧重.集群内部

合作与竞争共存,要强化合作,弱化竞争.通过资源整

合、信息共享、集体作战对外形成合力进行组合营销;
充分发挥各期刊的优势和特色,各刊以内容的不可替

代性,满足特定受众的阅读需求,实现共赢共生,融合

发展,以提升刊群整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３５　以公司化运作打破体制机制壁垒　由于集群内

的期刊依然隶属于原主管、主办单位,单刊编辑部内部

事务繁杂,人手紧张,可尝试以公司化运作协调平衡各

方利益,统一承接业务,提升盈利能力.

１)编营分离,各司其职.编辑部专心做好学术编

辑工作,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提高期刊的学术声誉.
其他业务如网站维护、会务组织、排版印刷、广告发行、
人员招聘等经营业务由公司承接,以解决单个编辑部

单打独斗、精力分散的困难.

２)资源共享,节约成本.不同期刊编辑部实现互

联互通,减少重复建设、重复维护内容或功能相近的作

者、审者库工作,从而节约人力资源和经费成本.

３)参与竞争,实现盈利.以集群的名义与传统期

刊数字化网站进行议价,利用集群平台的高点击率,庞
大的用户量,行业内的高知名度提升期刊的盈利能力.

３６　由期刊出版业向信息服务业转型　通过构建以

用户为核心的学术论文发布、学术交流互动、会议信息

发布平台,由单纯的论文出版业向信息服务业转型.
除了免费提供期刊信息、论文资源等行业资讯外,可开

启社交功能,让作者、读者、编者、审者进行便捷的交流

互动,预计将吸引庞大的用户,产生高点击率.
借助行业学会、高校等强大的后盾支持以及共有

的资源优势以刊群身份参加行业活动,召开学术会议、
评选优秀论文、组织培训及讲座等[２１].通过平台线上

经营和线下品牌活动,扩大刊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
其市场逐利奠定基础.

同时,积极寻求新的盈利空间,如我国是科技论文

产出大国:数量上,传统的纸质期刊无法满足大量科研

论文公开发表的需求;质量上,不同期刊对论文质量有

不同的要求,一些期刊因为页码、刊期的限制退稿率居

高不下,而另一些期刊又面临“稿荒”的窘境.在集群

内部,可以利用投稿平台引导和调剂稿源.又如争取

政策支持,让平台出版的论文等同于纸质期刊出版的

论文,在满足行业内巨大的论文发表需求的同时让平

台自身能够盈利.
利用编辑的专业优势,提供论文选题咨询、语言润

色、修改发表“一条龙”服务,让高水平学术编辑的脑力

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在为作者提高论文质量的同时获

得相应的经济报酬.

４　参考文献

[１]　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六年排在世界第二位[EB/

OL]．(２０１５ １０ ２１)[２０１６ ０４ ２７]．http:∥ www．
chinanews．com/sh/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７５８２１８１．shtml

[２]　杨蕾,童菲,马沂,等．产业集群对专业化期刊集群的启

示:对«中国激光»杂志社创新与坚守的再思考[J]．中国科

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４,２５(６):７３０
[３]　武夷山,潘云涛．换个角度看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

[J]．科协论坛,２０１３(１２):２９
[４]　刘天星．中国科技期刊集群发展之路探讨[J]．中国科技期

刊研究,２０１４,２５(６):７５４
[５]　刘冰,游苏宁．国际科技出版集团商业模式对我国科技期

刊发展的启示[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１,２２(４):４７９
[６]　李建忠．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４１(６):７８７
[７]　刘泽林．规模促发展 集约出效益:科技期刊规模化发展

探索[J]．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８]　曹兵,佟建国,李忠富．CSIRO出版社期刊出版的经营模式和

运作机制给我们的启示[J]．编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２):１８１
[９]　杨春兰．我国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J]．编辑之友,２０１５(３):３８
[１０]国荣,靳光华,吕文红,等．中国科技学术期刊集群数字平

台的发展基础及可行模式[J]．编辑之友,２０１４(１１):７０
[１１]张淑娟．科技期刊资源整合模式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２０１２,２３(３):３５７
[１２]蒋超,贾非,彭斌,等．中国科协学科刊群建设模式与发展

策略[J]．中国出版,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１３]王铮．我国科技期刊刊群实现形态和路径研究[J]．中国科

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５,２５(１２):１２５４
[１４]黄洪民,马爱芳,张晶．我国科技期刊专业集群化网络出

版现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３,２４(２):２３８
[１５]毕淑娟,李海兰,吴岩,等．集群化材料类期刊数字出版平

台的建设:材料期刊网[J]．编辑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４):３５４
[１６]高英,袁泽轶,于秋涛．我国海洋学科技期刊刊群建设理

念和路径[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４,２５(４):５７８
[１７]张品纯,梁勇,张伟,等．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出版体制的创

新探索实践[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１,２２(５):６５６
[１８]钱向东,马敏峰,高建群,等．整合办刊资源 实现规模效应:

河海大学学术期刊集约化发展的实践与思考[C]∥江苏期刊

研究:２０１３年度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９]骆超,彭桃英,熊水斌．基于 AHPＧFCE的科技期刊编辑绩

效评价体系[J]．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２(４):９２
[２０]骆超．科技期刊特刊约稿的实践与思考:以«水利水电科技

进展»百年校庆特刊为例[J]．编辑学报,２０１６,２８(３):２８７
[２１]于杰,袁林新．集群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上海海事

大学杂志总社为例[J]．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４(５):３８
(２０１６０５０３收稿;２０１６０５２３修回)

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