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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出版的最佳实践:ISMTE 首届亚洲会议综述

(Ⅰ)»介绍了ISMTE新加坡会议的出版伦理道德、开放获取、

出版数据监测等３个会议议题;本文针对此次会议的其余诸如

行业协会资源、出版技术和平台、出版实践新标准、投审稿系

统、作者服务、编辑部运作等６个会议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期
望对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运行、即将召开的ISMTE２０１７北京

会议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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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的最佳实践:ISMTE首届亚洲会议综述

(Ⅰ)»对出版伦理道德、开放获取、出版数据监测３个会

议议题进行了综述[１];本文针对余下的行业协会资源、
出版技术和平台、出版实践新标准、投审稿系统、作者服

务、编辑部运作等６个会议议题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

１　学术出版的行业协会议题综述

　　行业协会作为学术出版领域中行业交流的平台、

行业信息的提供者、行业业务的服务者,其作用越来越

重要.在此次会议上,科学编辑委员会(Councilof
ScienceEditors,CSE)主席 AngelaCochran、学术出版

协会(SocietyforScholarlyPublishing,SSP)的 Adam
Etkin、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SocietyofChinaUniＧ
versityJournals,CUJS)理事长颜帅分别就 CSE、SSP、

CUJS服务于学术出版的有关实践经验展开了研讨.

１１　CSE:服务科技出版领域的编辑工作者　CSE[２]

通过提供编辑职业发展的交流网络、教育培训、出版实

践等相关资源来服务于科技出版领域的专业工作者.
委员会的会员涵盖了主编、副主编、板块编辑、技术编

辑、文案编辑、运作编辑、生产编辑、出版人、信息专员、
图书馆员、市场专员、出版系统运作专员、排版人员、印
制专员、网络和社交媒体编辑等.

CSE提供的学术出版服务包括:

１)行业交流.每年５月,CSE在美国或加拿大举

办年会.年会包括２场主旨发言、３２个分论坛单元、
期刊主编的圆桌会议以及行业展览等.CSE每年也

会组织４~６个网络研讨会.年会和网络研讨会的主

题会考虑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工作者的背景和经验,包
括出版格式的更新、源数据管理及如何选择新的主

编等.

２)教育培训.CSE在年会及其他相关国际会议

上提供短期课程,内容涉及出版管理、原稿加工、出版

伦理、评价指标等.

３)职业发展与专业资格认证.CSE 为行业从业

者颁发出版管理证书,以显示获得者对职业发展的投

入.获得这一证书的要求包括参加２个短期课程、

４个网络研讨会,从事１个项目研究以及把文章发表

在«ScienceEditor»上或发布在年会墙报展区.CSE
和 巴 西 科 学 编 辑 协 会 (Association ofScientific
Editors)联合颁发专业资格证书,进行资格认证.

４)出版伦理指导.CSE 制定了«出版伦理白皮

书»(CSE WhitePaperonPublicationEthics),在其网

站提供该白皮书的免费下载并每年更新.更新内容诸

如逐利期刊(PredatoryJournal)和同行评议中的欺骗

行为等.当出现违背出版伦理问题时,CSE网站还免

费提供联系作者、主编、科研机构及资助机构等所用的

模板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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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出版资讯.CSE出版季刊«ScienceEditor»,刊
登内容包括原始研究论文、最新会员信息与主题专

栏等.

６)CSE还提供在线和纸质版的第８版«科技出版

体例和格式»(«ScientificStyle&Format»,８thEd．),
为科技领域及相关领域的作者、译者、主编、出版者、学
生提供权威参考.

１２　SSP:促进学术出版行业资源交流　SSP[３]通过

教育培训与业内互动合作来帮助协会成员的发展,旨
在促进学术出版行业内的交流.SSP的会员覆盖地区

较广,美国占８７％,亚洲和中东占３％,欧洲占２％,加
拿大占２％,中美洲和南美洲占１％,澳大利亚占１％.
会 员 专 享 的 资 源 包 括 协 会 专 业 期 刊 «Learned
Publishing»、协会通讯读物«Member»、教育培训项目

的折扣与会员名录等.
学术厨房(ScholarlyKitchen)[４]是SSP主办的网

站,内容涵盖学术出版界的最新发展、出版研究报告、
重要研究的解读与翻译等.网站对所有人开放,为出

版业的从业者与研究专家提供一个发布信息和表达观

点的场所.SSP提供的免费在线服务包括行业工作机

会发布、业界资深人士介绍、协会服务内容、出版和图

书馆项目介绍以及学术出版协会新闻发布等.

SSP每年举办的年会参加人数多达８００~９００人,
为出版从业者提供教育培训机会和行业产品服务展览

机会,是行业交流互动的平台.除了年会,协会还为业

界人士举办各种主题的网络研讨会、秋季研讨班、年会

预备研讨会以及部分区域活动.

SSP专为高校编辑出版学、图书馆学和信息管理

学专业的学生、出版业初入者设立一个奖金资助项目,
每年奖励８~１４人.该项目受益人能够免费注册参加

协会主办的小型研讨会和年会,参加各种业界论坛,成
为SSP委员会成员并接受业界有资深工作经验人士

的专业指导.

１３　CUJS:做好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服务工

作　CUJS[５]在中国教育部的领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

CUJS的主要活动有:

１)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在中国教育部的授权下,每隔

１年评选嘉奖高校优秀特色科技期刊,评选嘉奖优秀

编辑部、执行编辑.

２)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权下,组织举

办编辑培训.

３)举办CUJS年会.

４)与中国科协、知网、万方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等机构合作共同举办其他会议.

５)国际交流.自２００６年以来,CUJS多次组织国

内期 刊 工 作 者 参 加 CSE、SSP、ISTME、CrossRef和

ORCID等举办的国际会议,先后与斯普林格(Springer)、
自然科学出版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洛克菲勒大学出

版社、OECD出版部等出版机构开展交流.
除了 CUJS,中国出版还有２个与科技期刊有关

的全国性组织:一个是中国科协领导下的中国科学技

术期刊编辑学会(ChinaEditologySocietyofScience
Periodicals,CESSP),另一个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 局 领 导 下 的 中 国 期 刊 协 会 (ChinaPeriodicals
Association,CPA).

２　学术出版数字平台的搭建、运营与转移议题

综述

　　数字平台的搭建、运营、转移是一个大工程,时间

长度、困难程度比想象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数字

平台的搭建、运营、转移过程中,我们不知道所有可能

发生的事情,对“足够好”的感觉阈值会在整个项目进

展中发生变化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Scientific
Publishing,WSP)副总经理ChiWai(Rick)Lee和美国土

木工程学会(TheAmericanSocietyofCivilEngineers,

ASCE)期刊出版总监 AngelaCochran对数字出版平台

建设、转移的顾虑给予了解答.

２１　WSP:数字平台的搭建、维护与管理　自己内部

搭建维护平台与寻求外部支撑和维护平台存在管理、
技术与商业成本３方面的差异.

１)管理方面.

① 在系统控制上,内部发展平台意味着全面的控

制,如存储数据、执行信息获取等;外部支撑平台意味

着出版者只能有有限的控制权.系统的维护、更新与

升级等权限掌控在平台服务商手中,公司本身较难获

取原始数据信息.

② 在系统支持上,如果由出版者自身提供每天

２４h的服务,尽管内部系统在其他方面会相对便利,但
成本非常昂贵.外部支撑平台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成
本较小,但服务协议之外的其他服务要求就意味着新

成本的增加.

③ 在系统的特殊要求上,内部平台容易量身定

制;而外部平台则需要增加个性化服务成本,有的服务

商甚至会收取新功能可行性调查的费用.

２)技术方面.

① 在标准化和最佳选择层面,内部平台如要紧跟

上行业标准甚至最佳选择,则须耗费高昂的成本,比如

遵循COUNTER[６]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实施规范、电子

商务的PCI(PaymentCardIndustry)[７]标准、网络搜

索引擎最优化、Shibboleth口令认证.对于外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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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来说,这些通常是标准配置,标准功能的选择项

是他们的卖点.

② 在技术知识层面:内部平台如果要跟进维持这

些平台功能背后的专业技术,投入的经济成本会非常

大;外部平台供应商通常处在技术的最前沿,甚至能够

参与并引领行业技术标准和最佳实践的发展方向.

３)商业成本.对于内部平台来说,如果系统只需

要简单的功能,那么获取简单技术支持的人力和经济

成本并不昂贵;但随着出版内容的急剧增加,系统维护

成本将大幅提高.对于外部平台供应商而言,成本取

决于功能要求的复杂性及出版内容的多少,通常当有

大量的出版内容需要维护,且能遵循行业标准和最佳

实践时,选择外部平台供应商的性价比更高.
数字平台成本支出、管理期望和平台转移有以下

３个关键问题.

１)成本支出.内部平台初建时,往往只关注搭建

的成本,而忽视了当出版内容增加、系统变大时的维护

成本.如果选择外部平台供应商的服务,其中可能会

有隐性支出,如增加一个在合同中没有体现的小功能,
需要支付额外的未曾预料到的费用.此外,外部平台

供应商的管理和沟通也需要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２)管理期望.公司对内部开发的平台具有全面的

控制能力,管理起来也较为灵活;但随着内容增加、系
统变大,全面控制且灵活的管理期望越来越难以实现,
引发内部同事间的紧张工作关系.对于外部平台而

言,高期望也伴随着高成本支持.平台供应商面对众

多客户,有标准服务配置,特殊服务选项的满足往往会

滞后,不太灵活.

３)平台转移.如果内部创建一个新的平台,从旧

平台到新平台的内容转移相对灵活、容易,因为我们对

平台有控制权.如果从一个外部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外

部平台,转移信息的类型决定了这项工程的难易和成

本.在这种情况下,过往出版内容的转移更加复杂,无
法控制全套的原始数据.

２２　ASCE:数字出版平台转换应考虑的问题

１)确认相关内部团队成员.当转移出版平台时,
出版者内部需要有一个小而精的核心团队,这个团队

应包括以下成员:内容专家、出版内容、商业运营、销
售、搜索专家、用户界面设计与转移项目关键联络人.
关键联络人包括前台和后端人员:前台人员负责出版

内容、数据准备、用户界面设计、搜索和浏览;后端人员

负责商业运作、电子商务、授权、订阅管理和汇报.

２)识别平台服务供应商.合作者的选择非常重

要,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他们是不是和自己有一样的发

展目标? 他们能否适应自己的短期战略? 他们会主动

提供新想法还是需要自己来主动推进它们? 与该平台

供应商别的客户相比,自己的出版规模如何? 我们期

待平台供应商承担多少和哪些工作?

３)准备内容.需要对现有的出版内容进行评估并

明确哪些是需要移到新平台的;确保文件格式转移后的

一致性(XML、PDF、SGML);判断是否有结构化的源数

据,它们的标识是否前后一致;确认其他相关内容,如视

频、音频;明确是否有已经标识的内容元素没有在新平

台上显现;判断是否需要可逆的标识内容清除操作.

４)平台页面框架.需要充裕的时间来评估平台页

面框架,因为基底结构非常重要,有一些东西一旦确定

很难撤销.在审视页面各个部分的元素时应当多问问

题,不要想当然;核查用户界面各部分的内容来自哪些

源数据;如果必要,购买锁定新域名并将所有相关内容

更新关联到新域名.

５)共享目标.积极向平台供应商传递自己的未来

目标,明确事情发展的方向.

６)确定时间表.确定一个包含各阶段交付时间的

计划表,避免为赶时间而盲目推进项目.确保预留足

够时间供各部门审查复核,并告知平台供应商时间安

排.要有事情完成的实际时间可能晚于预计时间的心

理准备.衡量事情的轻重缓急,确定平台转移中哪些

事情是必须首先完成的,哪些可以相对推后完成而不

影响平台激活并投入使用,但是要清楚这些工作依然

需要完成.预留足够的时间用于测试平台复杂界面,
如登录、用户管理、电子平台等.

７)需要通知的人或机构.① 图书馆员/客户,也许

会出现服务干扰,如新的登录信息、IP地址需要重新上

传;② 图书馆员需要COUNTER电子资源使用量的统

计数据,需要制订计划,向他们提供旧平台若干年内的

内容使用统计数据;③CrossRef;④ 数据存档服务机构,
如Portico 、CLOCKS;⑤ 谷歌学术;⑥ 检索系统,如

PubMed/Medline、Scopus、WebofScience等.

８)测试,测试,再测试.点击每一个可能的链接.
审查每一个浏览器下的页面和手机平台.测试搜索功

能,看看搜索结果是否合理.跟踪作者和用户的行为,
如作者提交稿件,用户搜索页面,用户从谷歌链接至网

站文章,用户寻找主编姓名,用户购买某篇文章或下载

电子书,用户订阅期刊等.让多人在不同的时间购买

多种产品,以测试电子商务页面的功能.确保测试的

每一个人都使用相同的网络协议,以查找到文件可能

存在的问题.

９)紧急问题和重要问题.紧急问题包括确定域

名,搜索功能失效,电子商务平台失效,订阅用户长时

间不能获取内容,谷歌搜索引擎不能索引和链接出版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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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版内容丢失以及新链接网址失效等.重要的

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包括无法发送内容至 CrossRef、

WebofScience、Scopus,搜索的过滤功能无法使用,用
户界面不完善以及用户使用说明更新等.

３　学术出版实践新标准议题综述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总经理 AmyBrand、ORCID
亚太区总监 NobukoMiyairi分别就作者署名权、研究

人员身份标识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３１　CRediT:让作者署名分类更加清晰科学　目前,

GigaScience、CellPress和 AriesSystem 都在使用和

执 行 CRediT. 国 际 医 学 期 刊 编 辑 委 员 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的几位主编撰写了 CRediT 分类的初稿,在

２０１３年８—１１月对该文章贡献者分类进行调查和测

试.这项调查 结 果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发 表 在 «Nature
Comment»上[８].

文章贡献者分类的关键词及详细解释如下.１)形
成概念(Conceptualization):思想共享,统领研究目标

的形成和发展;２)方法(Methodology):方法设计、模
型形成;３)软件(Software):编程,开发软件,设计计算

机程序,执行计算机代码、运算,测试代码;４)证实

(Validation):证实研究结果可重复性和可再现性;５)
正式分析(FormalAnalysis):应用统计、数学、计算或

其他分析和整合研究数据的方法来分析数据;６)实验

(Investigation):开展实验,监控整个过程,并收集原

始数据或证据;７)提供资源(Resources):提供研究材

料、试剂、被试人、动物、实验室标本、计算资源、分析工

具等;８)数据处理(DataCuration):产生和管理源数

据,清洗数据,维护研究数据(包括软件代码),以便最

初使用以及数据的再使用;９)撰写初稿(WritingＧOrigＧ
inalDraft):准备、创作、呈现初稿,大量的翻译工作也

包括在内;１０)撰写、审查和编辑(WritingＧReview &
Editing):包括出版前和出版后严格的审查、评论和修

改;１１)可视化(Visualization):准备、创作和呈现原

稿,特别是数据的可视化;１２)监督(Supervision):对研

究的规划和执行负有领导和监督的责任,包括指导内

部和外部的核心研究团队;１３)项目管理(ProjectAdＧ
ministration):研究项目规划和执行行政管理及协调

工作;１４)研究基金获取(FundingAcquisition):获得

文章背后的研究项目的资助基金.
可以看出,文章贡献者角色的分类不仅止于传统

的作者角色.这一分类不是要定义“什么构成了署名

权”,而是强调这些分类角色可以被用于描述对某项研

究及由此发表的文章有贡献的人.这一文章贡献者分

类建议将所有贡献的人罗列出来,无论是放在署名中,
还是放在文章末尾的认可和致谢中.一个文章贡献者

有可能承担多项任务,一项任务也有可能由多个人承

担.当有多人承担相同任务时,贡献程度可以用领导

(Lead)、相同(Equal)、支持(Supporting)来描述.可

以由通信作者来分配角色任务,所有文章贡献者都有

机会审核确认被分配的角色和署名.

３２　ORCID:让研究成果、研究者和出版机构更好地

连接　ORCID是一个由全球机构会员组成的致力于

存储研究者个人特定信息的非营利组织.机构会员包

括研究机构、出版者、研究资助机构、专业协会以及与

研究相关的其他机构.ORCID以研究者为中心,免费

提供注册、编辑和维持账号信息.每一条关于研究者

的信息都有可控的私密网络环境.ORCID会员机构

确保人员拥有永久的身份识别号码,这一信息将与研

究、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紧密相连,有助于在数字信息

的大环境中建立信任,减少诸多信息呈现的负担.

ORCID支持账号信息的自动更新.文章作者可以将

个人的 ORCID账号链接至个人介绍主页,在出版者

接受研究者的文章时,研究者 ORCID 账号可以根植

在系统的源数据中.CrossRef在分配 DOI时可核查

确认 作 者 的 ORCID账 号,ORCID 系 统 在 接 收 到

CrossRef的新发表文章信息后,可以将文章信息加入

到作者的ORCID账号下,与此同时,这一更新以邮件

的方式告知作者;而作者作为审稿人,亦可将自己的审

稿贡献加入到自己的 ORCID账号下.

NobukoMiyairi呼吁各机构能够共同协作,并提

出相应的如下建议.

１)出版者和研究成果存储平台能够收集作者、审
稿人的 ORCID 账号,在出版文章的同时连同公布

ORCID账号信息并接收 ORCID账号信息的更新.

２)专业协会能够收集会员、作者、会议参加者的

ORCID账号,告示会议报告者的机构账号信息,接收

ORCID账号信息的更新.

３)研究资助机构能够在接收项目申请时收集

ORCID账号,告示获资助者的资助账号信息和研究记

录,接收ORCID账号信息的更新.

４)大学能够在雇佣新研究者时和学生毕业论文提

交时收集 ORCID账号,告示研究机构账号信息,接收

ORCID账号信息的更新.

４　 投审稿系统、作者服务、编辑部运作议

题综述

　　AriesSystem 的生产管理总监 TonyAlves和汤

森路透公司出版协会部门的全球事业发展经理Ian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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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ter分别介绍目前使用广泛的２个投审稿系统,即
EditorialManager和ScholarOne.

投审稿系统的特点如下.

１)随着新需求的出现而不断变革更新自身功能.
EditorialManger和ScholarOne将出版界新出现的统

一标准嵌入系统中,如作者身份信息 ORCID,研究资

助者信息 OpenFunderRegistry,研究机构信息RingＧ
goldInstitutionIDs,署名作者贡献分类 CRediT.在

OA 出 版 模 式 下,嵌 入 出 版 费 (ArticleProcessing
Charge)缴纳系统.

２)使内容在不同系统之间顺利输入、输出和转移.
如从相同投审稿系统向生产系统输出,不同投审稿系

统(如EditorialManager和ScholarOne)之间内容的

转移,某一期刊不接收的稿件可以转移至另一期刊的

审稿系统中.
３)强化审稿人信息库、作者信息库的建设,通过技

术调整面向主编、审稿人的提醒服务,以提高编辑部的

工作效率.
面向作者出版服务是学术出版整个链条上的一

环,Editage公司(北美)总裁 DonaldSamulack、Edanz
集 团 综 合 经 理 Stephen Laverick、Cabell＇s
International全 球 市 场 推 广 副 总 经 理 Sheree D．
Crosby分别介绍了期刊评价和选择、技术编辑、语言

润色、翻译、期刊生产、作者培训等服务.面对作者服

务市场的鱼龙混杂和以经济利益为单一导向的“欺骗

行为”,以Edanz、Editage为代表的出版服务机构成立

了中国英文科技论文编辑联盟(AllianceforScientific
EditinginChina)以及负责任的出版资源联盟(The
CoalitionforResponsiblePublicationResources),以
分享行业信息,警示业内出版服务的欺骗行为,建立一

个良好的作者出版服务生态圈.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TechnicaEditorialServices

的ChloeTuck和 NikkiLazenby向大会报告了“编辑

部最佳实践”的经验.他们先后介绍如何与期刊主编

沟通,如何制订期刊政策和工作流程,如何建立和维护

主编、助理编辑、作者、审稿人、生产编辑的关系,如何

做一个工作高效的期刊助理编辑,如何帮助作者获得

信息并出版研究成果,如何安排期刊的生产,如何处理

出版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还分享了编辑部高效运

作 所 依 赖 的 部 分 资 源,如 出 版 伦 理 道 德 委 员 会

(COPE)及其流程图、科学编辑委员会(CSE)出版伦

理白皮书、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相关资

料、撤稿观察(RetractionWatch)等.

５　结束语

　　基于«学术出版的最佳实践:ISMTE首届亚洲会

议综述»(Ⅰ和Ⅱ),对ISMTE新加坡会议的后续研究

和跟踪,可以从其对中国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的发展

和启示入手.

１)借鉴国外先进出版商的经验.国外期刊出版商

针对学术出版伦理,编辑部特殊指标监测,数字出版平

台构建、运营、迁移等经验做法,对当下国内学术期刊

出版“防治学术不端”“如何看待影响因子”“构建数字

出版平台”等问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２)会议议题设置.会议议题如何设置? 应包括先

进、主流的出版趋势,也应兼顾欠发达地区的相对落后

的出版实践.此点为２０１７年ISMTE北京会议议题

设置提供了参考.
我国当下的科技期刊(学术期刊)发展要“遵循国

际出版规律”,也要“遵守国家出版规定”[９]:遵循国际

出版规律,科技期刊(学术期刊)将眼光放开一些,学习

国外出版商先进出版经验,研究国外先进出版技术,
参加国外出版会议,他人经验可以帮助我国的学术

出版发展;遵守国家出版规定,如我国的«出版管理

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以及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如 GB/T３１７９—２００９«期刊编排格式»和 GB/

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
等.我们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人应秉持“一个遵循”
“一个遵守”,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中国科技期刊的

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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