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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战略误区析

尚　伟　芬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３，北京）

摘　要　分析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在发展战略方面存在的误区：
以追求高影响因子为目标；期刊缺乏明确的学术定位；以作者

为中心。认为科技期刊应回归本源，服务于科技与生产力的发

展，以读者为中心，建立自己明确的学术定位和专业化特色，才

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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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存在以下３个误区，下面对
此做初步分析。

１　以追求高影响因子为目标：本末倒置

　　１９５５年 ＥｕｇｅｎｅＧａｒｆｉｅｌｄ第一次在《科学》杂志上
提出了影响因子的概念［１］，其本质是用期刊论文的平

均被引率揭示期刊在学术思想传播中的深度和广度，

使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可以用量化的方法加以测度。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自１９７５年开始每年发布１次世
界范围的年度《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逐渐成为学术
期刊定量评价的重要工具。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院分别建立了“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２］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３］。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自１９９８年开始出版年度《中国科
技期刊引证报告》（ＣＪＣＲ），一直按总被引频次和影响
因子对所收录的期刊进行排序，从此，中国学者对影响

因子和被引频次等计量指标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

但是，由于对这些指标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管理

部门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在这

样的环境中，某些期刊甚至采用人为操纵的手段提高

自引率以提高影响因子排名。

科技期刊的学科不同，其影响因子有着较大的差

别，一种期刊的总体水平只能针对某一学科领域，因

此，无论影响因子还是总被引频次在学科之间都没有

可比性；同一期刊由于被收录的数据库不同，数据统计

结果也会明显不同，“被引用的总次数”是“正引”还是

“负引”，是“他引”还是“自引”，在做统计时如果不加

以区别，所计算出来的影响因子就不能客观反映期刊

的学术水平：因此，影响因子的高低并不能全面反映科

技期刊学术质量的高低［４］。

期刊工作者应端正办刊目的，使科技期刊回归其

本源。科技期刊出版的目的是报道本专业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发展动态，引导学科发展，为本刊广大读者服

务，而并非单纯追求某项评价指标的高数值或片面追

求与国际接轨。期刊编辑首要的任务是办出自己的特

色，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从根本上提高期刊的学术质

量，期刊的学术质量上去了，影响因子也自然会提高，

而不应本末倒置［５６］。游苏宁说得好，期刊工作者应

以读者和作者的“双爱”为最高目标，重视为读者和作

者服务，而不是为各种期刊的评价指标服务［７］。

从根本上说，竞争力是由学科所创造的生产力水

平所决定的，正所谓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科技

期刊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在于服务于科技发展和社会

发展的水平，服务于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引领并

促进学科发展，只有学科行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才能

吸引更多的科研投入，也才能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科研

成果，科技期刊的发展也才有了本源。

当然，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是

相对漫长并充满艰辛的；因此，科技期刊的经营战略决

不能是以提高影响因子为目标的短期行为，相反，需要

踏实地了解并遵循专业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专注于

其内在需求，建立起一个长期的、明确的战略定位。

２　期刊经营丧失焦点：缺乏定位

　　办刊人都知道，稿源是期刊的生命之源，稿源越
多，期刊选择文章的余地就越大，选择高水平文章的机

会自然增多。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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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加激烈的与国外期刊吸引我国优秀稿源的竞争，

国内期刊之间同样存在着稿源的竞争。在此形势下，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期刊的载文质量，已成为期刊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某些期刊，原本办刊时有明确的定位，但为了吸引

更多的稿源，发表的文章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庞

杂。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好像是增加了稿源，但从长远

发展来看其实是不明智之举。

相关数据表明，各国期刊的总数在增加，期刊的平

均发行量却在下降，期刊市场趋于更加细分。随着期

刊业的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目前期刊同质化现象

十分严重［８］，大拼盘式的内容格局难以形成特色，对

术业有专攻的读者队伍也就形不成“核心期刊”的效

应；因此，根据不同读者群的不同需求来细分定位，以

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已成为学术期刊创新发展的方向。

在目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只有那些定位明确的期刊，

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成为某一学科甚至某一主题论

文相对集中的期刊。

从国内外的办刊实践可以看出，世界上知名的科

技期刊多为专业性和特色化期刊。中国科学院、中国

科协和卫生系统所办的科技期刊在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上之所以高于高校所办的同类期刊，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它们多为专业性和具有特色的期刊。如《Ｎａｔｕｒｅ》，
由于它具有快速报道全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特色，始

终保持着世界科技期刊领头羊的地位；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
先后创办了１６种有关生命科学研究前沿的专业子刊，
由于具有极强的专业特色和同其母刊一样的学术质

量，同样被公认为世界权威期刊［９］。又如《中国科学》

已由综合性期刊按大学科分为６辑，全部被ＳＣＩ收录。
可见，专业化特色化办刊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科技

期刊的发展方向。

要在众多期刊中彰显自己的特色，就必须寻找自

己的读者群，了解目标读者群的阅读需要，使期刊的内

容与风格更加趋向于细化。在办刊的过程中应做到不

管遇到什么风向，都应该确定并瞄准自己的风向标，而

不应该盲目跟风走，这样才能培育出自己独特的核心

竞争力。

３　以作者为中心：因果不明

　　我国科技期刊目前大多只靠作者自由投稿，而对
主动策划选题，积极组织优秀稿件的重视程度不够。

作者来什么稿就登什么稿，编辑部围着作者转，而忽视

了读者的需求，期刊得不到读者的青睐。如果办出的

期刊没有人阅读，仅仅沦为职称评定的工具，这是期刊

工作者的悲哀。科技期刊作为一种媒体产业进入市

场，出版者需要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建立营销理

念。在传媒市场上不能吸引读者的期刊将最终被市场

淘汰，因此，科技期刊必须进行换位思考［９］。

如何办出精品期刊？科技期刊应以明确的定位界

定目标读者群，以读者为中心，研究读者对资讯的需

求，真正发挥学术期刊的引导作用。有了明确的定位，

通过编辑人员的深入调研，策划、发现好的选题，并积

极组稿才可能得到高质量的稿件，以保证实现办刊宗

旨和办刊方针［１０］。

科技期刊编辑在制订选题计划的过程中，应多征

求读者的意见，多考虑读者的需求；在选题组稿过程

中，编辑人员应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使作者和读者加

深对期刊的了解，形成编者—作者—读者协同办刊的

局面，并最终使科技期刊能够拥有一支稳定的作者和

读者队伍，保障稿源和发行量的稳定与扩大，实现刊物

的可持续发展［１１］。

科技期刊的定位与发展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课题

和要求，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和作者服务，坚持自己

的办刊特色，才会激发出巨大的活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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