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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期刊更名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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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近几年北京地区期刊更名信息为基础，利用数据分
析、文献调研等方法分析期刊更名的变化趋势，同时讨论保持

刊名稳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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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我国科技期刊采取

了各种应对措施，如更改刊名来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

展。国内外文献中关于期刊更名的类型已有较多研

究，例如：适应时代变化，反映学科发展过程［１］；为获

得更多相关领域的读者，扩大报道范围［２］；促进期刊

专门化和专业化［３］；办刊单位名称改变［４］；适应市场

需求［５］；期刊合并分版［６］；无意义更改［７］；等等。这些

已基本涵盖期刊更名的原因，本文就不再赘述，仅从刊

名更改这一角度来观察期刊业近年来的一些变化趋

势，并就期刊更名的利弊作些分析。数据选自文献

［８］。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共出版２８０９种期刊［９］１７１，占全

国总数的２９．６６％；截至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北京地区出
版科技期刊 １５８０种，占全国 ５３８７种科技期刊的
２９３３％［１０］：北京地区是最具代表性的期刊市场，其期

刊更名情况可以大致反映近几年全国范围内期刊更名

的规律和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１　刊名变化相关数据分析

１．１　更名期刊数量　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这３年中，北
京地区共有２１１种期刊更名，其中科技期刊１３６种，占
更名期刊总数的６４．５％。期刊总数基本保持不变，更
名期刊的数量和比例却在逐年增加，如表１所示。
１．２　形式上“更名”，实质为创办新刊　在调查更名
期刊目录时发现，有一些期刊的内容和名称与原刊相

去甚远。在互联网上检索刊名后发现，这些期刊在其

网站上的介绍中均称自己为新刊，且创刊年份与更名

年份相同。可知这些期刊是原刊更名后的新刊。

表１　北京地区近年内更名期刊数及比例变化

年份 期刊数 更名期刊数
更名期刊占期刊

总数的比例／％
２００４ ２７９１ ６１ ２．３
２００５ ２８０９ ７１ ２．５
２００６ ２８０９ ７９ ２．８

　　注：数据取自文献［８９，１１］。

这些新办期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１）主办单位根据市场需求重新选择期刊内容及
办刊宗旨。如《绿色家园》更名为《商用汽车新闻》，主

办单位为中国汽车报社。

２）原刊主办单位与其他机构进行版权合作，或以
国际名刊的中文版出现。如２００６年，《国际食品》杂
志主办单位与《时尚》杂志社合作出版《美酒与美食》，

《世界医学杂志》更名为《麻醉与镇痛》，成为其同名美

国医学期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的中文版。
３）不仅更改刊名，而且期刊主办单位、主管单位

和期刊类别也予变更。如《现代信息技术》原由现代

信息技术杂志社主办，其主管单位是上海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地点在上海，现更名为

《世界临床医学》，主办单位变为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

司，主管单位变为中国出版集团（主管单位登记地点

为北京，因此属于北京地区期刊），办公地点在西安。

为什么有关单位要选择更名方式来创办新刊呢？

道理很简单：新闻出版总署受理的期刊更名申请一般

都能批准，而申请创办新刊，批准率很低。

各主管单位所主管期刊更名的数量及比例如表２
所示。

表２　以更名方式创办新刊的情况统计［８９，１１］

主管单位 更名期刊数 新办期刊数
新办刊占更名刊的

比例／％
政府机构 １１２ ２８ ２５．０
社会团体 ４９ ２２ ４４．９
科研院所 １５ ６ ４０．０
出版机构 １９ １３ ６８．４
企业 １６ ５ ３１．３
总数 ２１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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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可见，“出版机构”主管的１９种更名期刊中有
１３种属于新办期刊，其绝对数目虽然较少，但所占更
名期刊的比例却最高，达６８．４％，而“政府机构”主管
的更名期刊中，该比例仅为２５．０％。为什么两者相差
如此之大呢？原因是，有些刊物主要依靠单位拨款或

补贴，这多属于政府机关主管的刊物，一般情况下是不

会改办新刊的，而各大出版集团已基本实现自收自支，

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对一些经营不善的期刊就会予

以调整更名或停刊。

１．３　加添“中国”字样使刊物“升级”　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起就有许多期刊在自己的刊名中添加“中国”或

“中华”字样。统计发现，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
的众多更名期刊中，超过１０％的期刊属于这一类型。
如《林业经济》于２００４年更名为《中国林业》，《化工标
准·计量·质量》于２００５年更名为《中国石油和化工
标准与质量》，《医学教育》于２００６年更名为《中华医
学教育杂志》。

在刊名中加添“中国”或“中华”字样对刊物可能

有如下帮助：１）扩大报道范围。期刊报道范围获得地
域上的扩展，更名成为一种扩大稿源继而提高发行量

的手段。２）体现权威性。期刊通过在刊名中加添“中
国”在形式上成为“国家级”期刊，体现了权威性，有利

于吸引更多高质量的稿件，是一种产品升级［１２］。３）增
加代表性，避免国际重名。当中国期刊进入国际市场

时，可以表现其中国特性，避免同种期刊的重名现象。

１．４　出版国际期刊中文版或进行版权合作　早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开始准许国内科技类期刊与国际期
刊进行有限范围的合作。现阶段，合作方式主要有２
种［１３］：一种是出版外刊的中文版，多数为医学类杂志，

其合作方式是对原版期刊的部分文章进行全文翻译或

部分摘译，国内专家结合我国情况和科研、临床现状对

重点文章进行分析和点评，如《麻醉与镇痛》（美国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和《世界临床医学》（英国
《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另一种是版权合作，这往往是双向的，
中国的期刊可以采用外国期刊的图文资料，同时要求

外国期刊刊登中国期刊的优秀内容，如《国际食品》更

名为《美食与美酒》后，在２００７年获得了与美国《Ｆｏｏｄ
＆Ｗｉｎｅ》杂志的图文合作权。

２　刊名保持不变的优势

　　更名的刊物能否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一般来说至
少需要５年才能见分晓，但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更名的刊
物中，有些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中国时装》更

名为《时尚芭莎》后，因获得国际版权而使杂志更加国

际化，而且确定了准确的杂志定位和读者群，发行量大

幅度上升。也有刊物因频繁更名而导致停刊，如中国

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主管的《在线》，２００４年更名为
《计算机航空》，２００５年又更名为《在线技术》，已于
２００６年停刊。一般地说，频繁更名不仅不利于期刊的
发展，而且对期刊使用者也会造成很多不变；因此，保

持刊名的稳定是期刊生存发展的条件之一，并为期刊

带来许多优势。

２．１　保持期刊的经营优势　刊名是期刊经营理念和
内容的体现，也是期刊使用者识别期刊最主要的途径；

因此，保持刊名稳定，对于广大读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

征订刊物有较大的影响，对于期刊本身获得经营优势

和保持发行量也至关重要。由于邮发目录中并未标明

期刊更名前的原刊名，因此，很容易造成漏订和错订，

从而影响期刊的发行量，而对于刊名稳定的许多期刊，

从其发行量就可以看出“以不变应万变”的优势。例

如《半月谈》（半月刊），１９８０年创刊至今近３０年，２００６
年其平均发行量为３２０万册［９］１７５，在中央主管期刊中

居首位。英国著名医学周刊《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柳叶刀），
于１８２３年创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内容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但是刊名却始终没有改变，并为其成功奠

定了在众多国际医学期刊中的地位。因此，刊名不变

对于期刊保持其经营优势具有重要作用。

２．２　保持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对于学术期刊，刊名连
续性还与其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直接相关。当有些情

报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进行期刊被引频次

和影响因子统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更名期

刊没有及时更新，仍使用以往刊名数据进行统计，导致

更名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明显下滑。周桂莲

等［１４］的调查发现：不论期刊的学科范围如何，载文质

量如何，更名前的期刊被引频次高与低，在更名后的第

１年，被引频次均要降到历史最低点。这种情况需要
几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改变。被引频次统计数字下滑，

影响因子也必然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保持刊名的稳

定性对于保持其学术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

２．３　保持期刊的品牌效应　近年来，我国开始在期刊
业内实行精品期刊战略，其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是进行

期刊品牌建设。保持刊名的稳定性无疑是期刊品牌建

设的基石。清晰、明确的刊名保证期刊清晰的市场定

位和目标读者，也是期刊风格和个性的最佳体现。此

外，稳定的刊名也是读者亲和力和品牌忠实度的有力

保证。我国著名期刊《知音》，１９８５年创刊，现依托其
主办单位知音传媒集团发展为平均发行量２０９万册的
名牌期刊。其主办单位也借《知音》杂志积极发展为

以期刊出版、广告经营、书刊发行、印刷制版、物业开

发、网络媒体、动漫制作、高等职业教育等多元产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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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产业格局［１５］。《知音》的成功为我国期刊品牌建

设做出了榜样，２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刊名在读者心
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其品牌的保证。因此，刊

名保持稳定是期刊进行品牌建设的必要条件。

３　结语

　　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改刊名是可以理解的，
部分期刊确实通过更名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有的期刊

由于频繁更名而导致停刊。刊名变还是不变倒不甚重

要，毕竟名称仅是一个代号，内容有特色、定位准确才

是期刊应该重视和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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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职业资格登记注册工作将启动

　　本刊讯　备受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关注的职业
资格登记注册工作将在河北、吉林、甘肃、广西、云南、

福建、新疆、上海等８省、区、市及中国出版集团先行展
开试点。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３—２５日，新闻出版总署在长
春召开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登记注册试点工作会议暨登

记注册专题培训班，对这项首创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这标志着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开始进入了

关键性的实施阶段。

会议要求，各试点地区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实施出

版职业资格制度的重要意义，切实做好登记注册试点

工作。省级新闻出版行政受理部门要加强领导，统筹

协调，将登记注册作为２００８年的一项重点工作。要成
立登记注册机构，做好登记注册的宣传组织以及具体

程序和操作办法的培训工作。要在试点过程中注意关

注以下问题：登记注册的条件和程序有无疏漏或不妥；

登记注册的方法和申报材料的内容、表格是否合理完

善；非考试人员的登记注册规定是否合理、可操作；登

记注册机构的设置及登记注册的管理是否科学等。

总署人事司司长孙文科指出，建立出版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由于２００８年
是首次进行登记注册，没有经验可资借鉴，所以决定分

期分批进行。首期在试点地区和单位开展登记注册，

１１月底登记注册试点工作完成并总结经验后，将在全
行业开展登记注册工作。登记注册试点工作具体做法

为：职业资格登记一次性完成；责任编辑注册分３批，
首批为通过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并取

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中级）证书的人员，第

２批为取得出版系列高级职称（副编审、编审）的人员，
第３批为取得其他系列高级职称和特殊情况的人员；
进行责任编辑注册的人员同时办理职业资格登记手

续，职业资格不再单独进行登记。

（凌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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