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０８０４
２０（２）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期刊２．０的设想
沈锡宾１）　孙　静１）　游苏宁２）

（１）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辑部；２）中华医学会总编室：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ＷＥＢ２．０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给媒体界带来了巨
大的革新。这些革新也让我们从 ＷＥＢ２．０的概念和核心价值
中找出可能出现的期刊运营新模式：期刊２．０。该文提出了期
刊２．０的概念，并提出了期刊２．０区别于传统期刊的特性。希
望通过本文能引起同人对新技术和新期刊运行模式的关注，以

便能深入探讨其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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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ＷＥＢ２．０概念的引入及其对传媒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博客、即时通讯（ＩＭ）、社会网络
（ＳＮＳ）、站点摘要（ＲＳＳ）、百科全书（Ｗｉｋｉ）、掘客
（Ｄｉｇｇ）等 ＷＥＢ２．０技术的不断涌现和运用，ＷＥＢ２．０
这一新的互联网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１２］。它的出

现使媒体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甚至有人将其称为媒

体２．０时代。接触过ＷＥＢ２．０的用户会得到它带给我
们的超级体验：鼓励用户参与、积极利用集体智慧的社

会化特性和允许用户自我设计的个性化特性，让普通

的用户成为发言者（如博客），成为资源的收集者（如

ＲＳＳ），成为信息的提炼和加工者（如 Ｔａｇ），成为知识
的创造者（如 Ｗｉｋｉ），成为资源的贡献者（如 Ｐ２Ｐ），成
为资讯的决策者（如Ｄｉｇｇ），等等。这些理念和实践在
不断地提升他们驾驭知识的能力，同时也放大了知识

聚合的能量，这无疑影响到知识交流频繁的期刊界。

２　ＷＥＢ２．０技术在期刊的应用及期刊２．０概
念的出现

　　ＷＥＢ２．０的技术和理念对期刊界知识的交流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内外优秀的期刊，已开始运用最

新的ＷＥＢ２．０技术，如 ＲＳＳ、ＢＢＳ，甚至有些编辑部还

开设Ｂｌｏｇ吸引优秀的稿源并引导他们正确地投稿和
写作。这些技术的运用深刻地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方

式，并且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期刊运营的概念：期刊

２．０。王波［３］就ＷＥＢ２．０对期刊传播的影响提出过期
刊２．０的概念。他指出，所谓期刊２．０是指在期刊的
编辑、印刷、发行的各个环节，灵活应用 ＷＥＢ２．０所提
供的各类新型平台，扩大作者范围，优选相关资讯，创

新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使期刊犹如软件和万维网

的升级换代一样，在质量方面跃上新台阶，在气质和境

界上更上一层楼，达到一个新的更佳的状态。这一概

念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 ＷＥＢ２．０技术的出现给期刊
带来的影响，也指出了 ＷＥＢ２．０在其中的应用；但我
们认为，他没有把握好期刊２．０的精髓，ＷＥＢ２．０技
术不是期刊成为期刊２．０的重要内在属性。

我们认为：期刊２．０引申于ＷＥＢ２．０的核心价值，
它是指利用包括 ＷＥＢ２．０技术在内的互联网和计算
机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由用户自我组织、评审、编辑

并在线发表的有固定名称、出版时间的连续性出版物。

期刊２．０的理念是：普通用户是期刊出版活动的主体，
它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始终，期刊不再有编辑、专家和作

者等明确的角色分配，所有的用户在一个开放的环境

下上传、维护、推荐、筛选和发布资源。技术只是实现

稿件处理流程、在线发布和电子商务的工具，即使将来

会出现更新的技术，只要符合服务于期刊２．０发展的
需求，都可以被吸收和应用。

３　期刊２．０的运营模式和特性

　　期刊２．０运营模式的期刊是一种真正“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杂志。它的运营全部由普通的用

户完成。稿件的组织由用户发起，通过 Ｂｌｏｇ、ＩＭ等方
式约请其他用户来撰写稿件，撰写完毕的稿件通过网

站提交并在网站上公布，然后通过用户的Ｄｉｇｇ方式来
“挖掘”优秀的稿件并通过留言的方式提出改进意见，

稿件在修改后再次进入系统，录用的稿件最终通过网

站发表，并通过ＲＳＳ、ＳＮＳ等方式迅速地传播给所有的
用户，完成一期稿件的刊发。

上述期刊运营的模式能反映出期刊２．０不同于传
统期刊的几个特性。

１）期刊 ２．０的出版活动的主体归属普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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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中，编辑是期刊的主体，其作用贯穿了期刊出

版活动的始终，从稿件的组织、审查、编辑加工、发行到

最后的宣传；但在期刊２．０中，几乎所有的出版活动都
由用户在网络上完成，编辑已经由具有编辑业务经验

的普通用户或用户组来替代，他们不需圈在办公室里，

更多的是借助群讨论组（ＩＭ技术）等工具来讨论期刊
的业务、稿件的组织和评审。

２）期刊２．０的审稿专家从技术上扩展到所有的
用户。审稿专家是通过自荐或他荐的方式从用户中产

生的，然后由“编委会”对其进行资格审查，成为审稿

专家的用户会拥有一定的特殊属性，比如威望和审稿

评分值。期刊２．０的稿件评审是在２个层面上进行
的：一是指定“专家”用户组的评审，对稿件录用的决

策起关键作用；二是其他用户的评议，对稿件的录用起

辅助作用。审理过程是基于完全公开的机制来进行

的，这种公开的评审机制可能杜绝潜在的利益冲突，也

有利于激发专家的热情和公正心。

３）已发表文献知识的再提炼也是期刊２．０的重
要特性之一。已发表的文献可以由用户来标记

（Ｔａｇ），以便提升文献的价值和完成这些资源的再利
用。这个过程反复进行，将个体的知识集合在一起，造

就了期刊２．０知识聚合放大的特性。
４）社交网络服务成为文献交流的主要途径，每个

用户都是文献的拥有者和传播者。ＷＥＢ２．０的基本理
论之一“六度空间”成为了一剂催化剂，加快了文献传

播的速度，读者不断利用这个网络推荐、交换、下载、浏

览和引用这些资源。他们既是资源共享的始动者，又

成为了资源共享的受益者。

５）个性化期刊也是期刊 ２．０的优秀特性之一。
传统期刊呈现给每个读者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但其实

读者需要的可能只是其中部分的信息。期刊２．０的个
性化定义允许读者按照自己的喜好更换期刊的封面和

网站的样式，将期刊的内容设置成自己的学科专业、自

己指定的作者及关注的关键词等。这些自定义功能可

以给读者带来主观上的享受和内容上的定制服务，凸

现出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６）多设备的获取方式让用户随时随地获取期刊
的文献和信息。用户可以在上班的路上用手机来管理

或浏览期刊。比如可以利用 ｉｐｏｄ等设备下载期刊播
客（Ｐｏｄｃａｓｔｓ或Ｐｏｄｃａｓｔｉｎｇ）上的音频或视频文件，或者
利用ＰＤＡ等移动设备接收 ＲＳＳ来浏览最新的文章信
息、群内信息或者“编辑部”消息，甚至可直接下载文

献到智能手机上查看自动转格后的手机版文章。

４　结语

　　技术不是期刊２．０区别于传统期刊的本质特性，

但它与ＷＥＢ２．０技术是密不可分的，由于 ＷＥＢ２．０技
术的发展才催生期刊运营模式的革新和期刊２．０理念
的产生。这些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也会出现新的技术；

但不管技术如何更新换代，期刊２．０都可以吸收为自
己所用，从而给用户带来更新的体验。

当前，人们还在热议开放获取期刊是否有可行

性［４］时，《Ｐｌｏ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已成功地站上了世界优秀医
学期刊的阵营，２００６年其影响因子排在综合性医学期
刊的第５位，达到１３．７５［５］。近年来，ＷＥＢ２．０的发展
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变化，据此有人提出了传媒２．０的
概念，作为媒体的分支，科技期刊也将吸收并得以发展。

当然，伴随期刊２．０的出现，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经费来源、版权、文稿的质量控制，以及编辑、专家

队伍的质量控制，好在开放获取期刊已在这些问题上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６８］。

本文旨在提出一种潜在的新型期刊运行模式：期

刊２．０的概念，这个新鲜和潜在的事物，之前没有作者
对其本质和内涵进行过论述，更没有实例和实证来说

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从技术和实现上来看，创办一种以期刊２．０模式
来运营的期刊并不难，但从实际情况出发，离第一份

２．０期刊出版还有一段路要摸索，让我们多投入些目
光在这一新概念上，或许它会给期刊获取壁垒重重的

科技期刊界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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