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０９０８
　２１（４）

适时应变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动力源泉

许育彬　杨智全　华千勇　周桂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麦类作物学报》编辑部７１２１００，陕西杨凌）

摘　要　《麦类作物学报》是国内唯一一种关于麦类作物研究
的学术性期刊。通过对其发展历程的回顾，认为适时应变是科

技期刊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总结了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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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科技期刊必须根据自

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状况的变化不断地作出适时应变，

调整生态位［１］，保证可持续发展。《麦类作物学报》是

由最初的译文刊物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唯一一种关于麦

类作物研究的学术性期刊，其发展正好始于我国改革

开放之初，社会环境的大变化促使我们必须适时应变，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本文回顾《麦类作物学报》的发

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同人提供参考。

１　《麦类作物学报》的变化历程回顾

　　《国外农学———麦类作物》创刊于１９８１年，时值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国内科研界急需了解国

外研究现状，希望通过学习、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知

识、理念、经验和技术，尽快恢复和提高国内科学研究

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十年浩劫”使我国的薄弱

科研基础受到很大摧残，研究人员数量少，而且外语水

平普遍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批译文刊物，如《国外

农学———麦类作物》《国外农学———杂粮作物》《国外

农学———土壤肥料》等等应运而生。这些刊物的创办

对满足科研人员的需要、迅速提升科学研究水平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知识经济”成为热门话

题，自主创新受到国家和社会空前的推崇和响应，人们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断上升［２］，国内外开始加强

对版权的宣传和管理，译文刊物的出版发行面临着刊

文内容侵权［３］和无文可发的尴尬局面，加之我国新一

代科技工作者外语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相应地单一

介绍国外研究信息的必要性在逐渐弱化，改变办刊方

向已是大势所趋。

１９９７年《国外农学———麦类作物》更名为《麦类作
物》，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考虑到期刊变更前后

的衔接性，刊载文章则以国内文章为主，占８０％ 以上，
少量刊载一部分精选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译文。

从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的刊物运营情况看，这次更名后效果
不佳：一是收稿量和发行量大幅下滑，更名后前２年都
比更名前减少了近１／３，到第３年，年收稿量才稍有回
升，发行量则继续减少［４］；二是定位模糊，中外文同时

刊发导致部分读者和作者依然误解它仍是译文刊物，

也没有明确刊载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层次，只是模糊

地定位于“刊发国内论文为主，译文为辅，实现中外文

并举”［５］，导致期刊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三是刊文

的被引用率无法计算。由于继续刊发译文，版权问题

依然存在，加之新闻出版部门并没有给出这类期刊是

属于技术类还是属于学术类的具体界定，导致本刊无

论参加刊物评奖还是核心期刊评定均以多种理由被拒

绝。经多方努力和长期的宣传准备，２０００年《麦类作
物》更名为《麦类作物学报》，摆脱了长期困扰期刊发

展的版权和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实践证明，这第２次
更名是正确的、成功的。

２　适时应变产生的结果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过程。内因是事
物存在的基础，是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外因是事物

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通过内因而作用于事物的存

在和发展。科技期刊的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在办刊

过程中，刊物的外部环境会随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科

技进步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会导致期刊发展

所需的资源种类、数量、质量、条件等发生改变。外部

环境对于刊物的经营者而言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刊物

可以适时应变，通过相应的调整使刊物对外部资源的

利用以及效益实现最大化，从而为期刊持续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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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源泉。

《国外农学———麦类作物》的创办有其特定外部

有利环境，但是这种环境由当时国内条件决定的。随

着科研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版权管理的加强，这种环

境已不复存在，因此，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

应变。更名为《麦类作物》可以说是刊物发展迈出的

重要一步，虽然效果不佳，依然有些遗留问题未能解

决，但３年的运营却为《麦类作物学报》的创办在稿件
采集、编排，读者、作者群的建立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更名为《麦类作物学报》后，期刊的定位更加准确，期

刊的发展方向也更加明确，版权等长期困扰期刊发展

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期刊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

件。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经过不断的调整，我

们的刊物逐渐适应了目前的办刊环境，从而保证了期

刊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农学———麦类作物》和《麦类作物》分别经

历了１６年和３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收录它们的文摘和
数据库数量很少。《国外农学———麦类作物》主要被

《麦类文摘》等少数文摘期刊所收录，《麦类作物》在

１９９９年前后才有数据库收录。由于版权问题和地位
界定不明确，它们在引文计量上成为另类，没有具体引

文统计结果。《麦类作物学报》创办后一个最明显的

效果是稿源丰富了，仅２０００年来稿量就增加了３０％，
由于２００３年以前刊物年载文量不足１００篇，好稿件被
延迟刊发的现象经常出现，到２００３年，高质量稿件积
压问题更加突出；因此，２００４年将季刊改为双月刊，页
码由９６增加到１８０页，２００５年以后又将版心幅面调
大，到２００７年，年载文量已增加到２７７篇。

文献［６］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麦类作物
学报》总被引频次平均年增加 １８５．２５次，其间只有
２００２比２００１年增加超过２００次，其余几年都在１８０次
以下；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年均增加超过３１０次，主要归
因于载文量上升。期刊的影响因子 ２００１年只有
０３８５，２００２年增加到０．８４９，２００３年达到１１６５，随后
几年一直稳定在 １．０以上。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影响因子
呈增加趋势，说明《麦类作物学报》这几年都有较大的

影响力。这从被引半衰期的延长趋势得到印证，２００１
年载文半衰期只有２．４，到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分别增加到
４．６和４．５，增加了近１倍。此外，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基
金论文比平均为０．９２。这些数据表明，适时应变极大
地促进了刊物的稳定发展。

３　经验和教训

３１　适时应变应有的放矢，讲究适时合理　适时应变
必须有的放矢，应认真分析办刊环境，同时详细剖析期

刊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科学合理地制订出调整方案。

《国外农学·麦类作物》在创刊之初就存在版权问题，

只是当时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版权问题尚处于次要

地位；然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内学者对译文的
需求弱化，国内外大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版权问题

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并逐渐成为期刊发展的羁绊，解决

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麦类作物》虽然针对这一

问题在办刊宗旨、报道内容等方面作了调整，但未能彻

底解决版权问题，而且期刊定位不明确也成为新问题；

因此，还需要再作调整。这也是《麦类作物学报》创办

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必须抓住期刊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把握时机，作出适时应变。

３２　适时应变应有备而行　适时应变必须未雨绸缪，
提前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在《国外农学·麦类作物》更

名为《麦类作物》的过程中就有些仓促，对期刊调整后稿

件如何采集，论文内容的数量、质量以及格式标准等方

面都没有提前给予考虑和落实，直到办刊开始才意识到

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只好硬着头皮边准备边出版，

自然也就收效不大。另外，经验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吃一堑，长一智”，２０００年更名时的情况就不同
了。首先是将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变”的必要性上来，认

识到只有变才能生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争取有关

部门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其次是扩大宣传，

主要通过信函联系等方式或委托张贴宣传单，把刊名变

更和征稿事宜等告知广大读者和作者，同时广泛征求意

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办刊方案。由于准备充分，这次刊

物变更非常顺利，也为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３３　适时应变应保持期刊可持续发展　以社会效益
为主、经济和社会效益共同提高已成为期刊界的共

识［７１０］。适时应变是根据办刊环境的变化对期刊进行

的调整，这种调整必须立足于期刊的长远发展，不能只

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的、根本的利益。《麦类作物

学报》在办刊之初就坚持以质量为先，把社会效益放

在第一位。最初我们确定办季刊，每期刊文不超过２５
篇，目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把好质量关，在不断发展和壮

大的同时再根据条件逐步增加刊期和刊文数量。随后

几年来的实践验证了这种发展思路的正确性。到

２００４年，我们根据期刊的发展趋势、稿源状况以及广
大读者和作者的意见与建议，对刊期和刊文量进行了

调整，使期刊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影响因子也一直

处于１．０以上，保持了期刊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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