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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提高高校学报的影响力

黄建乡　马伟平　于国艺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编辑部，２６６０２１，青岛）

摘　要　高校学报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进入国内外
文献数据库及检索系统、实行开放存取（ＯＡ）等措施提升影响
力。

关键词　高校学报；互联网；文献检索；开放存取；影响力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ｖ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ＭＡＷｅｉｐｉｎｇ，ＹＵＧｕｏ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ａ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ｂｙ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ｐｒｉｎｔｅｄｃｏｐｉｅｓｔｏｂ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ｂｒｉｎｇｓａ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ｂｙｍａｊｏｒｏｎ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ｔ
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ａｒ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 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６６０２１，Ｑｉｎｇｄａｏ，Ｃｈｉｎａ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是我国科技学术期刊的一支重

要力量，其学术影响力的大小既是我国高校科技学术水

平的总体见证，又是每个高校办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因

此，努力提高高校学报的影响力是办刊人的不懈追求。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读者检索文献方式从

手工检索发展为联机检索，使得期刊的影响范围从与发

行量直接相关逐渐演变到与互联网相关。只要论文质

量高，期刊能被重要检索系统及数据库收录，就可以被

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检索到或被引用，而与论文发表在

哪种期刊上无关，更与期刊主办单位的“级别”无关［１］。

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加入国内外数据库及检索系

统、实行开放存取（ＯＡ）等措施，增强高校学报的影响
力，从而促进高校学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１　进入国内外数据库及检索系统

１１　必要性　网络期刊数据库是当前读者获取各种文
献的一条主要途径。权菊香等［２］的调研结果显示，通过

上网查阅网络期刊获得文献的人数明显多于阅读传统期

刊的人数，订购传统期刊的读者比例２００６年比２００３年下
降了２４．５７％。在这种形势下，一项研究成果是否能为其
他研究者利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成果本身的质量，期刊所

能发挥的影响是有限的。高校学报应在不断提高学术质

量的基础上，争取进入尽可能多的数据库及检索系统。

１２　现状　当前国内收录科技期刊的重要检索系统有
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Ｄ）。
苏晓东等［３］对７９０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入选我国主要检
索数据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进入ＣＳＴＰＣＤ统
计源期刊目录的有３０２种，占３８２％；进入ＣＳＣＤ来源期
刊表的有１７６种，占２２３％。中文期刊数据库有清华大
学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
资源系统的“数字化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

司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高校学报基本被这几个

数据库全文收录。国外著名的检索系统比较多。鲍国

海［４］的统计显示，共有４４８种高校学报被国外１１个著名
数据库收录。

１３　建议　高校学报争取进入尽可能多的重要数据
库，除了不断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重视刊物编排的标

准化，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对国内外各类数据库的特性、收录期刊的学科
范围、标准以及论文文件格式等作深入研究［５］，找到

刊物与数据库对源期刊选取的评价原则和标准之间的

差距，并主动整改。

２）定期浏览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对外
联络委员会发布的报道国内科技期刊被国际著名检索

系统收录信息的《国际检索系统月报》［６］，与其中新进

入检索系统的期刊联系，学习、借鉴其经验，以使自己

的期刊尽快地被收录。

３）主动与国际检索系统联系，加强沟通，向对口
的检索机构推荐自己的刊物。

应当指出的是，高校学报在争取进入国内外数据

库时应注意循序渐进，宜将尽早进入国内各重要数据

库作为近期目标，而将进入国际知名数据库作为长期

目标。

２　实行开放存取（ＯＡ）

２１　可行性　采用 ＯＡ的方式可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
无需订阅，通过电子途径搜索或链接、阅读、下载、拷贝、散

发、印刷论文全文。Ｇｕｎｔｈｅｒ的一项研究结果［７］表明，实

施了ＯＡ的科技学术论文，与那些读者必须付费阅读的论
文相比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引用率。在论文发表

后的４～１０个月，ＯＡ论文的引用率是非ＯＡ论文的２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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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后的１０～１６个月，ＯＡ论文引用率增加到了非ＯＡ
论文的３倍。胡德华等［８］随机抽取２００４年生物学领域影
响因子相近的完全ＯＡ期刊与非ＯＡ期刊各５种，排除评
论性和综述性的文章，研究ＯＡ模式下论文的学术水平和
影响力。结果显示，ＯＡ期刊论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非
ＯＡ期刊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作为高校学报，如果在出
版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能够利用互联网实现ＯＡ，对于扩大
读者群、提升学报影响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正是

高校学报和论文作者所期望和追求的。高校学报所处的

特殊地位使其具备实行 ＯＡ的条件。首先，高校学报办
刊经费由学校全额或差额拨款，办刊宗旨不是盈利而是

为了传播科研成果、扩大主办学校的影响力和提高学术

地位，高校学报没有因为实行ＯＡ而影响发行量的顾虑。
其次，高校学报有实行ＯＡ的硬件设施及技术支持。
２２　现状　期刊 ＯＡ是当今国际及国内学术出版界
关注的热点。国外期刊ＯＡ已有相当大的发展［９］。在

国内，《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Ｂ，ＪＺＵＳ－Ｂ）是第一家
通过ＰＭＣ评审并被收录的期刊［１０］。这是我国高校学

报加入国外ＯＡ数据库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国期刊的ＯＡ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高校学报

早已开始了有益的实践。董丽波等［１１］对２５０种高校学报
的调查结果显示：有１６８种自建网站，占６７．２％；４７种实
现了论文的ＯＡ，其中有３８种为读者提供了论文的即时
开放阅览服务，有９种提供推迟半年以上过刊或部分论
文的开放阅览服务。沈波等［１２］对２００７年版《中国科技期
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收录的２９１种高校学报的ＯＡ状
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０８年５月，自建网站的
１８５种，占６３．６％；实现全文ＯＡ的３４种，占１１．７％，其中
有２６种为读者提供了论文的即时 ＯＡ。说明目前高校学
报全文ＯＡ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已有了ＯＡ的意识。

值得强调的是，我国已有机构开始了开发 ＯＡ数
据库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科技论文在

线”及“开放期刊阅读联盟”是其中技术比较成熟、有

代表性的ＯＡ机构，前者２００９年３月收录了２３０多种
ＯＡ期刊，其中有近２００种高校学报；后者目前共收录
３３种ＯＡ期刊，其中有２５种为高校学报。这些数据说
明高校学报适合采用ＯＡ的出版形式。
２３　建议

１）建立或完善自己的网站，创建全文数据库。这
是实现高校学报 ＯＡ的基础工作，是实现全文 ＯＡ的
首要一步。应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自主网站，并对网

站信息及时更新。另外，要注意增设网站的栏目，丰富

网站内容，提升网站功能，并在主页上链接本学科国内

外ＯＡ期刊。还可以与ｇｏｏｇｌｅ、ｂａｉｄｕ、ｓｏｈｏ等搜索引擎
链接，使读者能够搜索到学报上发表的论文。

２）建立ＯＡ资源集成服务平台，对 ＯＡ资源进行
整合并提供集成化服务。目前，高校学报 ＯＡ资源大
都散乱分布于不同的服务器和网站上，要想真正实现

快速检索、提高其影响力难度很大。李若溪等［９］认

为，开放式访问期刊只有聚集成群，形成具有 ＯＡ效能
的集合体，才能达到真正的“开放”。葛赵青等［１３］提

议，由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牵头，统一研究、

协调学报网站的建设，推动全文上网，并在此基础上建

设“分散储存 集中检索”模式的中国高校学报检索数

据库。这是一条很有实践意义的建议。

３）适时地加入到开放期刊机构或联盟之中。高
校学报在实现ＯＡ之后，应当及时加入到国内外著名
的ＯＡ机构之中，以提升其信息集成优势，便于集中揭
示和检索，这也是一种最快捷、最适用的Ｏ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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