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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期刊国际化有关问题的反思

游　苏　宁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从正确看待《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重视相关专业数据
库、论文被引用率以及期刊影响力不等于论文影响力等方面对

当前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应共享发

表在海外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建议，提倡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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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的加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大

幅度提高，在各行各业中倡导国际化的呼声不绝于耳，

我国的科技期刊也概莫能外［１－３］。最近，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发布了２００６年我国科技论文的统计结
果［４］。２００６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在国际主要科技
期刊和会议上的论文共有１７．２万篇，已占世界论文总
数的８．４％，比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３万篇增加１２．４％。按
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已跃居世界第２位，仅排在
美国之后。２００６年，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科学
引文索引》（ＳＣＩ）所收录的中国论文为 ７．１万篇，比
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４．３％，占世界份额的５．９％。若按论
文数排序，我国已经连续３年排在世界第５位。尽管
２００６年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但从质
量上看，过去１０年间我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依然排在世
界第１３位，也就是说，多数论文发表后没有获得同行
的引用。针对现状，窃以为很有必要提倡应正确看待

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有关问题。

１　正确看待ＳＣＩ

　　５０多年前，美国的Ｇａｒｆｉｅｌｄ博士第一次提出了“引
文索引”的概念［５］。按照Ｇａｒｆｉｅｌｄ的基本思想，一项研
究工作的质量是由它对所在领域的影响程度来衡量

的，一篇文章的被引用率越高，它的影响力就会越大。

让Ｇａｒｆｉｅｌｄ始料不及的是，ＳＣＩ的问世，竟然极大地刺
激了科学计量学的发展。由于有了引文索引，人们发

展了科学计量学中著名的引文分析方法，定量地研究

社会的科学能力，科学前沿发展趋势，科学活动的水

平，科学论文的质量，科学机构与人才的评估；但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肯定没有想到，这一概念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
怎样有趣的现象。几十年后，ＳＣＩ成了中国科学界最
时髦的词语，中国科学工作者们的职称评定、奖金、评

奖、经费申请乃至院士评选，都无不与 ＳＣＩ挂钩。ＳＣＩ
目前已成为衡量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

平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中国科学院李国杰院

士戏谑地评价道：“ＳＣＩ成了 ｓｔｕｐｉ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ｄｅａ（中国
人愚蠢的想法）。”［６］

李院士认为，对目前的量化学术考评体系要辩证

地看待，该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有人滥用了它。以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 ＳＣＩ论文为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引入这一标准时，对引导科研

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积极进行学术

探索，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领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并且对改变当时松散的学术管理状态和坐井观天

的学术研究风气起到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但是，近些

年来，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过分看重ＳＣＩ论文的数量，
以其多寡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不

惜财力、物力鼓励ＳＣＩ论文的发表，使ＳＣＩ论文在质量
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数量成倍增加，导致ＳＣＩ的正面引
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应却越来越明显［６］。

２　应重视专业数据库

　　ＳＣＩ落户中国以后被＂异化＂的状况，随着所谓
“ＳＣＩ大师”的出现，显示出了讽刺和幽默。据媒体披
露，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每天就发表１篇
ＳＣＩ收录论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金碧
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被异化了的 ＳＣＩ已
经与它最初被应用的目标背道而驰，“许多科研人员

正在沦为论文机器，他们已经搞不清楚做研究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还是为了发文章”［７］。

从理论上讲，一本科技期刊被越多的数据库收录，

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高质量的科技期刊往往

会被更多的数据库收录；但在当前，有人过分夸大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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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期刊被众多数据库收录的重要性，导致我国科技期

刊存在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了在评刊中获得好成绩

和提高知名度，一些期刊采用各种方法进入一些并不重

要或与本刊报道范围关系不大的数据库，许多期刊还用

醒目的字体将该刊所进入的数据库罗列在封面上。

在科学的领域中，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科技期

刊，在新闻领域昙花一现是易如反掌的事，但要真正获

得同行认可却谈何容易。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国际化

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被当今本行业国际上最著名的专业

数据库收录，对医学期刊而言，被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所收录的科学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被
ＳＣＩ收录。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不仅是全球医药领域最著
名的专业数据库，而且由于其良好的界面和无偿使用

也使其成为全球使用率最高的专业数据库。在最近进

行的１１７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评比中，将期刊被
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收录与被ＳＣＩ收录同等对待，这无疑是
值得倡导的明智之举。

３　应重视论文被引用率

　　发表 ＳＣＩ论文不仅是让别人看的，更重要的是它
所介绍的方法、数据、结论等能对别人有所启发，对推

进一项科学研究有所帮助，这就是一篇论文的质量和

影响力。这种质量和影响力可以用论文的被引用率来

表示。有关统计显示，我国被ＳＣＩ收录的论文总篇数，
从１９８１年的不足５０００篇，激增至２００６年的７．１万
篇。有人戏称这是“ＳＣＩ大跃进”。国内有些大学每年
发表的 ＳＣＩ论文数量，甚至超过美国名列前５名的常
春藤名校，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约８０％的国际论文，
分布在低引用区和零引用区。也就是说，只是发表而

没有引起同行关注，ＳＣＩ“泡沫论文”之说由此产生［８］。

近年来，我国的 ＳＣＩ论文数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
长，但是ＳＣＩ论文多了并不表明质量一定提高。这几
年科技界一直有人呼吁：不要把 ＳＣＩ论文作为科研的
唯一评价标准。统计显示，２００６年ＳＣＩ所收录的中国
论文数量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４．３％，被引用篇数和次数
分别增长了２５．３％和２８．３％，表明我国的国际科技论
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提高。但总体而言，质

量提高赶不上数量跃进［８］。

２００６年２月９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已确定，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的国
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要进入世界前５位［９］。很明显，

到那时不管ＳＣＩ论文有多少，我们只以“被引用率”论
英雄。相信随着《纲要》中要求的落实，未来科学论文

的统计会更多地侧重于以论文的被引篇数和次数为依

据。毕竟，越是具有自主创新性的论文，越容易为科学

界所引用。值得欣慰的是，在２００６年公布的统计结果
中，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所为第一单位、于

军为第一作者、２００２年发表于 Ｓｃｉｅｎｃｅ上的论文，在不
到５年的时间里累计被引用次数竟高达８７８次［４］。

当然，在论文的引证中也有可能存在大量的作者

自引、反引、合作者和小团体间的“友情互引”，以及一

般意义上的“罗列式引用”，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如果

文章被引用得多，并不代表该文章的学术水平高。

４　期刊影响力不等于论文影响力

　　我们知道，期刊影响因子的大小受期刊学科性质、
论文发表时滞长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采用影响因子

的初衷是对科学界发表的文章根据发表的数量和引用

率进行排名，以便于公司对海量的科学信息进行管理，

但之后这个＂影响因子＂影响巨大，是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始料未
及的。一些大学把ＳＣＩ文章多少用来作为判定科学家
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可以决定一位科研人员的

命运。１９９５年Ｇａｒｆｉｅｌｄ在一次演讲中说：“１９５５年，当
我开始采纳影响因子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

引来这么大的争论。正如核能一样，影响因子也是一

把双刃剑，我期望人们能够建设性地使用这个概念，但

我逐渐意识到，在一些人手里，这个概念被乱用

了。”［１０］国内有一本学术期刊曾经提出要求，如果想在

该刊上发表文章，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

过的文章５０次以上。这种现象在国内并不少见，ＳＣＩ
负责收录的专家曾经对我国部分被收录期刊提出降低

自引率的要求，否则将不再收录这些期刊。当前，正是

这种对学术评价的过度量化，导致堆积虚假学术成果、

追求名利现象频频出现，不仅违反科学精神，而且严重

危害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１１］。

许多科研机构将期刊的影响因子定为对论文奖励

的重要参照，其实并非完全科学。尽管我们知道，期刊

是由不同的论文组成的，但一般而言，只有论文精彩期

刊才精彩；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中所发表的论文，并非

每一篇都精彩，即期刊影响力不等于其所发表论文的

影响力。统计表明，论文引用次数的分布是不对称的，

存在所谓“８０／２０定律”，即 ８０％的引用次数来自于
２０％的论文［１２］；因此，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

上的论文可能很少被人引用，而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

低的期刊上的论文则有可能被很多人引用。但是，国

内不少科研人员却把发表其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等同

于其论文的影响因子，甚至在评奖、经费申请乃至院士

评选中，把各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加起来作为自己论文

的影响因子之和，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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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应共享发表在海外的优秀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科技期刊的期望值过
高，甚至盲目批评它们不如国外期刊办得好。作为一

名为我国科技人员服务了２３年的办刊人，笔者对此不
敢苟同［１３１４］。我们知道，期刊是科技成果的载体，只

有中国的科学研究发展了，学术水平提高了，国际影响

扩大了，我们的期刊才有可能闻名于世。目前另外一

种不正常的现象是：迫于各级期刊主管部门一味追求

期刊评价指标的压力和各种奖励措施的刺激，许多科

技工作者只好将自己优秀的研究成果均投寄到国外的

期刊上去发表。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状况常此下去，即

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已经稳居世界前列，我国的科

技期刊依旧难有出头之日。

诚然，目前的状况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但它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

中国科学家的绝大多数优秀科研成果不能为中国的同

行首先获悉，也使得国内的科技期刊在学术水平和国

际化方面陷入极大的困境。

而这些高质量的科学论文，一般都是由各级政府

的资助而完成，也就是说是在广大纳税人的资助下完

成的。如果这些高质量、有影响力的论文只能在国外

发表，那么论文审稿和发表的费用、中文版权的回购以

及国外重要数据库的使用等不仅要耗费巨额国有资

源，而且势必使很多需要了解本学科最新进展的国人

不能及时并方便地享受相关的科研成果。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大批优秀人才出国深造时，悲

观者认为他们定会一去不返，中国的脊梁将不复存在；

时至今日，雄辩的事实证明，不仅学成归国者众，而且

迟归者后悔不已，并出现了当年决不可能想象的＂海
待＂现象。同样我们对目前优秀论文的外流大可不必
杞人忧天。只要我们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优秀的科技

论文必将会出现“王者归来”的结局［１５］。

鉴于目前的国情，高质量、有影响的论文在国外发

表后，应该鼓励在国内以中文形式介绍有关的研究。

为此，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在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中开设“在国外发表的优秀中国论文介

绍”栏目，其目的是有利于加强国内的学术交流，让国

内更多读者共享我国的科研成果。该栏目设立以来，

不仅收到作者的踊跃投稿，而且获得读者的广泛好

评［１２］。相信这一权宜之计既有利于国内读者获得更

多的新科技信息，也有助于办刊人实现其最高追求：将

科技期刊不仅办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

“双效”期刊，而且要达到读者和作者都喜爱的“双爱”

期刊［１６］。

６　应提倡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

　　近一段时间，对我国的科技界和科技期刊而言，人
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不外乎“期刊国际化”“ＳＣＩ”“影响
因子”、“被引频次”等。由于大多数人对这些专业术

语的真正内涵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各级主管部门对

不同期刊及其发表论文制定奖励政策上的错误导向，

使得许多办刊人也对这些问题心存疑惑。尽管近年来

笔者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了看法，但如今仍有必

要公开阐述自己矢志不移的办刊理念：立足本土的国

际化战略［１７］。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期刊主管部门对“期刊国

际化”要求的日益迫切，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对被ＳＣＩ收
录论文奖励力度的急剧加大，以及情报部门对期刊评

价指标的隆重发布和某些机构对“影响因子”“被引频

次”等的商业炒作，使得国内几乎所有高水平科技期

刊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压力。更有甚者，一些

科学家也将中国科技与世界交流难以逾越的瓶颈归咎

于我国科技期刊未能国际化。

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的作用不仅是为科学家服务，

更重要的是要引导科学家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方向。作

为稳居我国科技期刊排头兵地位、在国内享有盛誉的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我们的立足之本和生存之道就

是不遗余力地为广大中国医学工作者服务。

为此，我们近年来在报道方向和内容上进行了有

益的尝试。以《中华内科杂志》为例，为了更好地服务

于读者和对其加以有目的的引导，我们大力提倡和积

极开展学术争鸣，使用超过１０％的版面发表涉及范围
极为广泛的各种评论性文章，约请有关权威人士就我

国广大医务人员所关心的各种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阐

述，不仅体现了医学期刊的社会责任，维护了医务工作

者的权益，而且改变了他们的工作和思维习惯，提升了

作者发表科研论文的层次。在进行学术交流方面，不

断加强临床实用性论文的刊出比例，进一步削减广大

临床医生“看不懂、用不上”的纯基础研究论文的刊

出［１１］。我们认为：科技期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

保证最重要的观点和最正确的认识以最快的速度传达

给读者。为了加快论文的刊出速度，我们采用了多种

措施，大幅度缩短了论文的发表周期［１８］。

尽管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绝大部分是中文期

刊，我们也从未向ＳＣＩ申请被收录，但这并不代表我们
没有在向国际化努力，我们秉承的是一种更务实的国

际化战略。我们坚信，任何事物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期刊亦如此。在许多人认为唯 ＳＣＩ收录才算期
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通过增加国际编委和审稿人、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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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论文英文摘要的篇幅、邀请母语为英语的专家修改英

文目次及摘要等措施，扩大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依

旧特立独行地秉承“战略国际化、行动本土化”的方针。

最近，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指出：我们必须革

除当前科技界的陋习，不急于求成，不为名利所惑，求

真唯实，艰苦奋斗，使中国的科学家在中国的土地上对

人类做出重大贡献［１９］。作为中国科技期刊的领军团

队，我们也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将在竭尽全力为中国读

者服务的同时，以脚踏实地的国际化战略走向世界，让

全球的科学家分享我国顶尖的医学科研成果，从而造

福于人类。

今年，全球瞩目的第２９届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
这是一次中国期刊借体育盛会宣传自己的绝好机会。

在共迎奥运的同时，希望我国的科技期刊能够乘奥运

之东风，为做到出版速度＂更快＂、出版质量＂更高＂、期
刊的影响力＂更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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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吁请本刊作者重视文后参考文献的引用与著录

　　参考文献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也是论著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刊历来重视文后参考文献的引用和

著录。为进一步提高本刊文后参考文献的引用质量，

并著录得更加规范，再次吁请广大作者予以配合，努力

做好以下几条：

１）确定选题和撰写文稿一定要广泛查阅文献资
料，善于引用参考文献，引用数量一般不少于 １０条／
篇，综述性论文一般不少于２５条／篇。
２）对自引要做到科学、合理，不允许出现不相关

自引，也不要出现５０％以上乃至全部文献均引自本刊
的现象。

３）所引文献须是亲自阅读过的，对引用的信息一
定要认真校核，做到准确无误。

４）严格执行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做到序号标注准
确，著录项目齐全，标志符号使用和著录的格式正确。

对欧美著者的姓采用首字母大写、名采用缩写并省略

缩写点的格式。作为引文文献的专著和专著中的析出

文献，要求著录引文页码；对期刊中的析出文献，可著

录起讫页或引文所在页码。

５）联机文献的著录格式为：［序号］主要责任者．
题名［文献类型标志／ＯＬ］．［引用日期］．获取或访问
路径。 《编辑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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