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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优秀科技论文稿件外流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科技
期刊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抑制科技论文稿件外流的应对策略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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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的逐年

增强，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迅猛，科技论文的产出量大幅

度增加。２００５年，ＳＣＩ、ＥＩ和ＩＳＴＰ收录的论文中，在作
者机构里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论文已达到

１５万３３７４篇，比２００４年增长了２７．４％，占世界论文
总数的６．９％，在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居第４位［１］，

已进入世界产出科技论文较多的大国行列；然而，这些

论文大多是水平较高的，是用英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

的。我国科研工作者产出的科技论文，尤其是优秀科

研成果，大量流向国外，并且其比例大有逐年增加的趋

势。我国的科技期刊既不能吸收大量国内的优秀科研

成果，又很少能将国外优秀成果引进来在我们的刊物

上发表。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科技期刊领域的一大憾

事，因此，深入分析我国优秀科研论文稿件大量外流的

原因，研究稿源外流所带来的弊端，制订抑制稿件外流

的策略和措施，对于缩小我国的科研水平和科技期刊

水平之间的差距，加快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使其融入

国际优秀科技期刊之林是十分必要的。

１　稿件外流的原因

１１　国外高学术水平科技期刊的吸引作用　学术质
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线。目前评价科技期刊学术水平

的一个不成文的标准是看其发表的刊物是否是ＳＣＩ的

统计源期刊和该刊在美国ＩＳＩ每年的ＪＣＲ中公布的影
响因子的高低。我国科技期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２００５年入选ＳＣＩＥ的已达到７５种，但其影响因子超过
１的只有１２种，超过２的只有１种，而被 ＳＣＩＥ收录的
国外刊物已达５８００多种，影响因子高的刊物亦相当
多；因此，我国科研工作者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投向国外

被ＳＣＩ收录的且影响因子较高的刊物发表，以扩大其
论文在国际上的影响，这是无可非议的。

１２　国外科技期刊国际化程度的促进作用　目前普
遍认为，刊物国际化指的是刊物的编委会组成、刊物的

编辑队伍、稿件评审的同行专家队伍、刊发论文的作者

队伍，论文使用的语言，刊物的编辑出版规范和手段以

及刊物的发行和读者群体等多个方面的国际化［２３］。

在我国的４８００多种科技期刊中，有４６００多种为中文
版，中文版刊物要实现国际化谈何容易；而不到２００种
的英文版刊物，距实质上的国际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

走，而国外较好的刊物在上述诸多方面大都实现了国

际化。我国广大科研工作者都十分看重将自己的科研

成果放在国际的大平台上展示和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

流的效果。国际化程度高的刊物，能促进同行之间进

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因此，他们将论文投往国外高水平

刊物上发表也是理所当然的。

１３　科技管理和评价标准的导向作用　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至今，经常看到根据 ＳＣＩ和 ＥＩ收录论文的
篇数为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排名次，导致一些大学和

科研机构对发表ＳＣＩ和ＥＩ收录的论文作者给予奖励，
后来又将刊发论文刊物的影响因子的高低作为奖励的

重要指标。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和研究所在国内外学

术界的地位，有些单位为科研人员职称聘任和津贴发

放以及博士论文答辩都规定了发表 ＳＣＩ或 ＥＩ收录论
文的相应篇数，以致具体规定在影响因子为１、２、３、４、
５…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相应篇数。后来，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结题、科技奖励、成果评审以致院士的评选的

条件和标准亦将发表 ＳＣＩ和 ＥＩ收录论文的数量和发
表论文刊物的影响因子的高低作为评审或评选的重要

条件。上述种种做法无疑对科研论文投向国外刊物起

到了导向作用。

１４　国外期刊出版时滞短的竞争作用　出版时滞代
表科技期刊的时效性。科研工作者投稿时，选择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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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之一就是期刊的时效性。期刊的时效性越强，

发稿的速度就越快，作者获得科研成果的首发权的可

能性就越大，这就更增加了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可能

性。我国主办的科技期刊季刊和双月刊居多，月刊和

半月刊相对较少，期印张数亦偏少，刊出的文章数量亦

较少，从而造成出版时滞较长，而国外科技期刊，尤其

是一些大刊名刊，出版时滞较短。在选刊的其他条件

大致差不多的情况下，作者当然愿意选择出版时滞短

的期刊投稿，而国外科技期刊大多具有很强的竞争稿

源的能力，我国科研论文流向国外亦是很自然的。

２　稿源外流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

　　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是由其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平
决定的。刊发论文的学术水平高，刊发创新性强的论

文数量多，刊物的学术水平必然就高；反之，刊发论文

的学术水平不高，刊发创新性不强的论文数居多，刊物

的学术水平亦很难提高。由于国外科技刊物大多比我

国的科技刊物学术水平高，国际化程度强，出版时滞

短，再加之社会各界热炒“ＳＣＩ”文章，狂追高影响因子
刊物，青睐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重奖在《Ｎａｔｕｒｅ》
和《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论文的作者，以及我国科技期刊大
多靠收费办刊，结果造成我国产出的高水平的一流稿

件大量外流，国内科技期刊的稿源，尤其是优秀稿源严

重不足，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较低，办刊的整体水平不

高。虽说“科学无国界”，但是，只见国内优秀科研成

果大量流向国外，却不见或少见国外科技论文流向中

国，长久下去，我国科技期刊很难实现良性循环。

朱作言院士认为，“一个国家能办出有国际影响

的学术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学术水

平”［２］；然而，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却很少在自己办的

刊物上发表，像水稻基因组和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结果

以及古生物学领域中的研究成果都是原创性的，高水

平的，不管发表在何种刊物上，其影响都是深远的，其

引用率都是相当高的，这些成果有的发表在《Ｎａｔｕｒｅ》
上，有的发表在《Ｓｃｉｅｎｃｅ》上［４５］，为这２个刊物影响因
子的提高和学术声誉及学术地位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办的刊物为什么就不

能反映我们国家在这些领域中的学术水平呢？这些优

秀成果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国刊物提高知名度做出同样

的贡献呢？我国科技期刊水平和地位的提高主要靠我

国科研工作者来支撑，如果优秀科研成果全部流向国

外，我国科技期刊就很难跻身于国际先进科技期刊

之林。

我国科学家每年提供的 ＳＣＩ的源论文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每年都有６０００篇左右［６］，进入２１世纪后，其

数量逐年增加，２００３年达到４万９７８８篇［１］；但由于这

些文章大多刊登在国外刊物上，因此，很难使世界对我

国科技发展有一个整体认识［６］。

科研工作者通过科研活动所得到的新理论、新方

法、新结果、新发明、新技术，其内涵不仅在于成果本身

的价值，而且在于其是否被传播和传播到什么程度。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所办的科技期刊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其影响可能比一个

重点实验室大得多［２］。我们创建了很多重点实验室，

有的水平也相当高，并取得了世界水平的创新成果；但

由于我国科研工作者所取得的这些优秀成果都流向了

国外，为那些国际名刊添砖加瓦，导致我们自己国家办

的科技期刊很少有优秀成果稿源，因而也很难办出有

影响的科技期刊，更造成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科技期刊的发展极不平衡。

然而，稿件外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据统计，１９９１
年《Ｓｃｉｅｎｃｅ》对美国来稿的录用率高达２１％，而对第三
世界国家来稿的录用率仅为１．４％［６７］。可以看出，欧

美发达国家的科技期刊对不发达国家或非英语国家的

来稿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倾向，也有某些政治性和地区

性的歧视，因此，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来稿录用率偏

低，导致我们的科技成果不能及时发表。

３　抑制稿源外流的策略

３１　加快期刊国际化步伐，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要求我国４８００多种科技期刊都实现国际化，显然是
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我国优秀科研论文在国外的

流向大多为学术类英文版刊物，这类论文是基础研究

或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其内容是有关研究中所获得的

新发现，探索到的新规律，创立的新学说，创造的新方

法和积累的新知识［８］，其表述语言大多为英语。这就

为国际化的期刊定了位，即为学术类的英文版刊物。

我国现有英文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１９０多种，应该从
中择优选出几种或根据需要新创办几种，实施精品战

略，让这些刊物逐步实现国际化。通过国际化的编委

会和审稿专家，将稿件放在国际水平的平台上进行审

查，选出高水平的优秀稿件；通过作者的国际化，将国

际上的优秀论文引进来；通过编辑队伍的国际化，使得

论文表述更加规范易懂；通过发行国际化使得国外读

者群体不断扩大。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不懈努力，

刊物水平上去了，其影响力扩大了，竞争力增强了，国

内大量优秀论文就会回流到国内期刊，国外优秀成果

论文也可以引进来，我们的刊物就能进入良性循环。

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为中文版，有些已被 ＳＣＩ和
其他国际著名文献数据库收录，将它们办成知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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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一定基础。世界上使用中文的人口最多，中文也

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这些中文优秀期刊的国际

化能立足在世界各地学习和工作的华人中，刊物的水

平一定会有大幅度提高。只要刊物迈出了国门，走向

世界，国内优秀的中文稿件无需再译成英文而外流，国

外留学或工作的中国学者也会用中文撰稿投寄回来。

３２　端正引导方向，使刊物沿着正确轨道发展　科研
成果的评价主要应该看其学术或技术的创新性，一篇

在《Ｎａｔｕｒｅ》或《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的论文，其水平固然很
高，但它们刊出的文章也并不是水平都高，而在其他刊

物上发表的论文也不一定水平都低。如著名的遗传学

家Ｍｅｎｄｅｌ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完成的《植物杂交实验》
一文为后来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和基因工程学的

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这篇论文却是在

《奥地利自然科学学会年刊》上发表的［９］。

尽管期刊或论文影响因子大小可以反映出它们学

术水平的高低，但由于引用文献的情况千差万别，如自

引、他引、正引、反引、崇引和伪引等，引用情况相当复

杂。学科与学科之间，文章类型之间的差异亦很大，前

瞻性的综合评述文章，有争议性的文章，其引用率可能

很高，而有些原创性的，暂时尚未被人们认识的文章近

期的引用率肯定低，也可能为零。《植物杂交实验》一

文的重要性在其发表５０年后才被人们认识［９］。所以，

不考虑具体情况，用同一把尺子评判学术论文，用同一

标准评价学术期刊有时是不公允的，甚至会助长某些

人的浮躁学风。

评价一项科研成果，主要看其内容的创新性，判断

其结论是否正确，考查该创新点是否得到国内外同行

的公认，而并不是看它是在哪个刊物上发表的，也不是

看这个刊物的影响因子是多少。评价一种刊物，主要

应看发表论文的水平和发表具有首创成果的数量，而

不能只用影响因子为论文和刊物的水平定位。

国家纵向和横向科研基金的结题原则和标准、国

家科技奖励成果的评比条件、两院院士的选拔条件、科

研人员晋升职称的条件、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排名

榜条件等都是引导稿件流向最重要的指挥棒。如果我

们能在原有的原则、标准和条件的基础上，增加在国内

优秀科技期刊上发表成果的权重，这将对抑制稿件外

流，提高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速度将会起到不可估量

的作用。

管理部门的指挥棒指向哪里至关重要，只有引导

科研工作者扎实做学问，引导科技期刊练内功，我国科

技期刊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３３　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促进科技信息快速广

泛传播　科技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是关系到信
息能否充分体现其自身价值、能否及时得到开发利用

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大问题［１０］，广大科技工作者十

分重视自己的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和首报权，也特别看

重自己科研成果的传播广度和深度；因此，科技成果的

快速出版发表和广泛传播是抑制稿件外流的重要方

面。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为科技期刊的

快速编辑出版并广泛传播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

们应当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和因特网这一现代化技术

手段，促进科技信息的快速和广泛传播，从而提高广大

科研工作者对我国科技期刊的认同感和影响力，逐渐

吸引他们把自己的优秀论文投向国内刊物，并将阅读

和引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变成自觉的行动。

４　结束语

古代传说中羽毛美丽的百鸟之王凤凰对生活环境要求很高，非

泉水不饮，非梧桐不栖；因此，我们要想将我国产出的高水平的

科技论文留在国内，同时吸引国外优秀论文到国内科技期刊上

发表，必须恰当分析我国稿件外流的原因，正确认识稿件外流

所带来的影响，制订促进我国科技期刊迅速发展的策略，采取

得力措施，建造一片引凤来栖的美丽的梧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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