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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中国科学院期刊队伍的现状，提出科技期刊
编辑是科研人员一部分的观点，建议从制度上明确科技期刊编

辑的科研人员属性，以推动中国科学院期刊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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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

中国科学院期刊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要使中国科学院期刊有整体突破性的发展，并产

生国际著名的精品期刊，必须在行动上落实科学发展

观，从制度上正确定位编辑的劳动属性，明确科技期刊

编辑是科研人员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有３２４种期刊，绝大多数挂靠在研究
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研究队伍发展很快。相

比而言，院属期刊目前很难得到国内高质量的研究论

文，期刊队伍发展滞后，编辑人员地位滑坡，其根本原

因之一在于期刊被定位于“支撑部门”。从理论和实

践的角度来看，这种定性远远偏离了编辑活动的属性，

非常不利于中国科学院期刊的健康发展，需要及时

纠正。

１　科技期刊是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期刊是知识的载体，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出版
工作。国家明文规定，“科学技术期刊出版工作是国

家科学技术工作和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１］。关

于科技期刊，卢嘉锡院士在任院长期间曾发表精辟论

述，“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刊工作既是科研工作的

龙尾，又是龙头”［２］，路甬祥院长更明确指出，“科技期

刊是知识创新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３］。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田?副局长在中国科

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第３届理事会换届大会
上明确指出：科技期刊是知识创新体系中不可分割的

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

高水平的科技期刊既是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记录和传播

载体，又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

技期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即

“交流传播理论创新成果、充当创新体系要素间的桥

梁和纽带、推动和参与创新活动、评价部分理论创新成

果、发现创新人才、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等”［４］，

要充分发挥中国科技期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就要充分发挥办刊者的积极性［５］。

２　编辑活动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

　　科研机构由３大体系构成，即科研人员（一线人
员）、支撑工作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二线人员）；科研

活动的主要流程包括申请立项、实施研究和论文的写

作与发表。科研活动的最终产出形式是研究论文，研

究论文最终需要发表在科学刊物上。科学家以研究论

文的形式表述自己的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和研究结

果，并须以发表的研究论文为基本条件，申请项目和经

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换言之，没有研究论文，何以

体现科学研究的成果？没有研究成果，科学家要获取

经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就缺乏竞争力；因此，论文的发

表是科学研究的终极表达形式，而编辑活动是发表论

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的劳动属于科研活动，不同于支撑人员。

１）研究所里的支撑人员包括物业、图书、档案、学
会办公室、网络技术等有关工作人员，支撑人员的工作

按照有关规定制度进行，没有直接涉及到科学发现的

创新工作。而编辑的工作对象是科研人员的研究结

果———论文，其活动直接影响到论文的发表、表达和创

新性的表现。根据笔者近９年来对３０００多份稿件的
处理经验，初审把关需要良好的科研背景，对于通过审

稿的论文，除了论文规范、文字表述的准确性之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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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往往能发现审稿专家以及作者没有注意到的错误或

者缺陷，而这些错误或缺陷表现在实验设计、数据处理

或科学写作等方面，关系到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准确性

和严谨性；因此，编辑的工作能够帮助作者纠正科学错

误或弥补漏洞，从而使编辑工作直接介入到科研活

动中。

２）从字面含义来看，被“支撑”的科研部门离不开
“支撑”部门的支持，研究所的科研活动离不开支撑部

门的支持，但是，没有挂靠在研究所里的期刊，研究所

的科研活动却依然能进行；因此，把期刊编辑定位于

“支撑”人员，从逻辑上讲不通。

３）国际刊物的编辑都是科学家出身，这也表明编
辑活动的科研属性。

４）从劳动的时间花费来看，尽管研究所每年都有
年假，但是，一线科研人员没有放弃科研活动来休假，

同样，中国科学院期刊的编辑在假期中依然在工作，并

没有因为放假而停止工作。这是因为科研活动的后端

部分———投稿不是因为假期而终止，恰恰相反，假期中

投稿更多。从这个意义上看，编辑与科学家共享了同

样的劳动过程；因此，从工作的过程和结果来看，科技

期刊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编辑是科研人

员的一部分 ，编辑的工作性质从根本上区别于研究所

的支撑人员。将科技期刊编辑定位于“支撑人员”，混

淆了“科学劳动”与“支撑、后勤保障”之间的区别，不

符合客观实际，科技期刊编辑不是支撑人员，而是科研

人员。

３　将期刊编辑定位于“支撑人员”阻碍了我国
科学事业和中国科学院期刊的发展

　　科技期刊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
志之一［６］。目前，国内考核机制的ＳＣＩ导向，使大量国
内优秀论文外流，养肥了国外期刊，同时又需要高价订

阅这些期刊才能使国内读者看到这些论文，在花费国

内纳税人钱的同时，给国内期刊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削弱了我国期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此外，大量的论

文在国外“拥堵”，加之“国籍”歧视，使很多国内的优

秀科学家丧失了在国际上的科学发现首发权（朱作

言，ｈｔｔｐ：∥ｃ７９．ｃｎｋｉ．ｎｅｔ／ｗｅｂ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ｄｉｓｐｌａｙ．ｐｈｐ？
ｐａｇｅ＝３９５１）。因此，办好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期刊，增
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目前的形势下更为必要，而要

办好刊物，编辑部的工作至关重要。

从整体上看，由于把编辑部定位于“支撑部门”，

长期以来，研究所普遍忽视对期刊编辑队伍的建设。

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编辑部成了研究所安排科研一线流

出人员、解决引进人才家属就业的岗位。长此以往，形

成了一个怪圈：水平低的人进入编辑部，期刊水平上不

去，编辑的职称上不去。从研究所的角度看，既然编辑

和刊物的水平低，那么编辑部不设高级岗位（特别是

正高级岗位）、将期刊放入支撑部门也很正常。目前，

中国科学院期刊编辑队伍年龄偏大，职称偏低，编制偏

少，工作量偏大，实际收入普遍低于同等职称的研究人

员，非常不利于期刊在高层次上的良性发展。这些问

题的根源就在于将期刊编辑部定位于“支撑部门”，将

期刊编辑定位于“支撑人员”，而且这种边缘化的现象

目前并未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优秀的博

士学位获得者或科研人员愿意进入编辑行业？有多少

编辑愿意心甘情愿地继续当“蜡烛”？还有多少编辑

愿意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谋生

的职业？如果编辑普遍失去了工作热情和工作的主动

性，那么，刊物的质量如何保证？刊物如何能实现良性

发展？

在我国科技期刊行业中，中国科学院期刊占据了

很重要的地位。许多期刊是学科代表性刊物，在过去

几十年中，引领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一大批

人才。目前，由于ＳＣＩ考核导向的作用，中国科学院期
刊不能得到我国科学家的一流研究成果，同时，非科学

院主办的期刊也分流了不少研究成果。在这种形势

下，如果依然把中国科学院期刊编辑部定位于“支撑

部门”，继续忽视期刊事业的发展，继续忽视编辑的科

研人员的属性，那么，中国科学院期刊的学术水平将持

续维持在较低层次上，期刊编辑部自主权将继续得不

到保障，编辑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将继续得不到充分发

挥。长期下去，中国科学院期刊的未来值得担心。

相对于中国科学院期刊，高等院校普遍重视学报

建设，教育部 １９９８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
法》第６条规定，“高等学校学报工作是高等学校科研
和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第１２条规定，“学报编辑人
员属于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学报编辑人员的

职务评聘、生活待遇以及评优表彰等方面应与教育科

研人员同等对待”［７］。高校学报编辑部办公条件普遍

好于中国科学院期刊，编辑能得到晋升，待遇较好，这

与中国科学院编辑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最近３年
以来，随着高校合并、高校内部融合和高校集团化发

展，已出现了“高校内部整合科技期刊使之专业化”的

呼声，而且，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现了以学科命名的刊

物。在这种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科学院期刊如果

继续被边缘化，势必对中国科学院期刊的发展带来很

不利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年中，高校学报不断入围

ＳＣＩ和Ｅｉ，不能说与高等院校普遍重视学报建设没有
关系，这对于中国科学院有关政策制定者应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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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因此，中国科学院在深化改革创新体制的同时，也

要高度重视科技期刊的发展，明确科技期刊是科研事

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科技期刊编辑劳动的科研属

性，明确科技期刊编辑是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并在

待遇上与科研人员同等对待，这对于中国科学院、我国

科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４　建议

　　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活动在我国科研事业中具有重
要地位，中国科学院的期刊在我国科技期刊中起着龙

头的作用；因此，办好中国科学院期刊对于增强我国的

科技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这一点，即便是院外期刊

的编辑都看得很清楚：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９日举行的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第１８次学术研讨
会上，高校学报编辑疾呼“要珍惜科学院期刊的编辑

们”。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科学院期刊发展的诸多问

题，固然涉及到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目前的

当务之急是首先明确中国科学院期刊编辑的工作属性

是科学研究，编辑人员是科研人员而不是二线或支撑

人员。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加强中国科学院出版委

的功能，并由功能强化后的院出版委加强行政和业务

指导。这种重新定位对于提升目前中国科学院期刊和

编辑的学术水平、改善编辑队伍的工作条件、调动广大

编辑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整体推进中国科学院期刊事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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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一期项目

总结交流会。中国科协书记处冯长根书记、中宣部出

版局刘建生副局长、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张泽青

副司长、中国科学院陈运泰院士、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沈爱民部长，科技期刊出版界的专家，全国学会、地方

科协以及有关出版单位的代表约４００人出席。本次会
议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承办。

会议由沈爱民部长主持。冯长根书记作了《中国

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一期项目工作报告》，他围绕

“贡献科技，创新未来”的主题，全面总结了中国科协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期间全面推进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
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的过程及取得的丰硕成

果。３年来，按照培育国际知名科技期刊（Ａ类项目）、
培育国内领衔科技期刊（Ｂ类项目）、培育精品后备科
技期刊（Ｃ类项目）的支持目标，该项工程共实施资助
项目３１７项（次），累计资助金额达３１５０万元，已成为
国内支持力度最大、受益面最广的科技学术期刊支撑

项目。

刘建生副局长、张泽青副司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他们充分肯定了３年来中国科协精品科技
期刊工程对培育精品科技期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受到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资助期刊的代表

在会上进行了广泛的经验交流。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游苏宁编审应邀

做了《传承百年经典，打造精品期刊》的专题报告，他

汇报了３年来共有５４刊次荣获该项工程资助的中华
医学会系列杂志在中国科协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

在学术、出版、经营等多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游苏宁

表示：拥有１２２种期刊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将在中
国科协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围绕“打造国际化科技期

刊，培育国内精品科技期刊”的战略目标，继续谱写新

篇章，为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创新体系建设作出更多、更

大的贡献。

沈爱民部长在大会总结中指出了中国科协召开这

次会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次会议全面总结了３年
来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所取得的经验，通过此

次会议，将最大程度地让我国的科技期刊共享该工程

项目实施的经验和成果。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王　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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