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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综述了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形势的基础上，联系
科技期刊实际，指出科技期刊改革势在必行，提醒办刊人要认

清形势，在改革的决胜年中积极主动地寻求适合自己所办期刊

的改革与发展模式，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争当改革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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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最后的时刻转瞬即逝，我国新闻出版体制
改革的攻坚年就这样与我们依依惜别；当新年的霞光

照耀之际，中国期刊改革决胜年的大幕已经拉开。在

这辞旧迎新之际，回首令人难以忘怀的２００９，展望即
将到来的２０１０，我们思绪万千，激情满怀。
２００９年，注定在国人的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画

卷：当奥运会的喜悦和激情尚未褪去之时，我们就沉浸

在为庆祝新中国６０华诞的激动和欢乐之中，天安门广
场雄壮的阅兵式让其达到顶峰，这份激动伴随我们走

过２００９。在举国一片大好形势下，在我国新闻出版体
制改革的攻坚年中，全国４５３家出版社已经完成或正
在完善改制，千余种经营性报刊已经完成转制。经新

闻出版总署批准，拥有１报１２刊的北京卓众出版有限
公司的成立［１］，四川期刊传媒集团的揭牌［２］，数量上

占中国医药卫生期刊的１／１０、目前拥有１２３种期刊的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等案例，均标

志着中国期刊改革新纪元的开始。

１　出版体制改革：春风将度玉门关

　　近年来，尽管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

但对科技期刊似乎涉及很少，所以不少同人误认为改

革与科技期刊无关，会存有“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春

夏与秋冬”的想法。但只要我们注意一下最近的新

闻，就会发现在我国出版体制改革中没有春风不度的

玉门关。对中国期刊而言，尽管新中国建立６０年来取
得令人瞩目的变化，但９０００多种期刊分散在５０００多
家出版单位，这种多而不强、大而不优的局面，体现出

其集约化程度不高，就势必导致难以市场化［３］。２００８
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明确制定了报刊改革的时间表、

路线图，即非时政类报刊特别是经营性报刊一律转企

改制，实行公司化运作。根据这一精神，我们认为，我

国的科技期刊除一部分划归公益性期刊外，其余的都

将施行转企改制。

柳斌杰署长［４］最近指出：当前，我国新闻出版体

制改革已经触及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入了攻坚

克难的关键阶段。２０１０年是改革的决胜年，将推动新
闻出版体制改革继续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性进展。他强调，要按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中要实现资源重组的要求，抓紧推动“三个一批”：做

强做优一批，整合重组一批，停办退出一批，加快培育

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加快发展，发展的

标志是做大做强。为力推新闻产业的发展，新年伊始，

新闻出版总署就出台了２０１０年１号文件《关于进一步
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５］。各种新信息

表明，科技期刊的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只有认清形势，

勇立潮头，才有可能不被改革的大潮所淹没。

２　环境并非有利：我辈尚需努力

　　对办刊人而言，我们深知论文的质量是期刊的生
命。毋庸讳言，在过去的１０年中，随着学术浮躁的不
断升级，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日益增多，加上各单位在

论文发表中多种奖励措施的错误导向，实际上发表在

中国科技期刊中学术论文的质量有所下降。这也是笔

者的担心所在［６］。据任胜利博士提供的数据显示，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国发表的 ＳＣＩ收录期刊的论文
总数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７．５％，国内期刊平均增长率为
１７．６％，国外期刊的平均增长率为４９．８％，可见绝大
多数论文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到２００８年底，中国发
表的ＳＣＩ收录期刊的论文数已经位列世界第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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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全球瞩目的变化，明显高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

平和科学研究的真实状况，其背后的利益驱动令人触

目惊心，也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深刻反思［７］。

就在有关部门为中国发表ＳＣＩ收录期刊的论文数
沾沾自喜之际，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刊

发的社论引人深思。该刊承认中国井冈山大学的２位
教师２年内在其上发表的至少７０篇论文被证明是伪
造的，决定予以撤销。而造假者还曾获３．２万元校方
奖励。对该刊的进一步查询结果表明，中国已经连续

几年在《晶体学报Ｅ卷：结构报告网络版》发文数排在
第１位，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９月该刊共发文近１．５
万篇，中国籍作者发文超过７５００篇，占其总发文数的
１／２。更让人吃惊的是，一位黑龙江大学署名ＳｈａｎＧａｏ
的作者，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在该刊共发表论文２７９篇。与
这位作者相比，井冈山大学的２位教师的发文数量还
算是比较少的［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
中国ＳＣＩ论文总数为１１．６７万篇，较２００７年增加２万
多篇，占世界份额的９．８％。但从引用情况看，我国科
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引用率为５．２次／
篇，只有世界平均值１０．０６次／篇的１／２。这反映出中
国科技论文的整体水平距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不小的差

距。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８年，来自中国的累计被引用次
数超过２００次的国际高影响论文只有 １０６篇。２００８
年，我国论文中只有约１０％的论文被引次数高于世界
平均值，也就是说，１０篇中只有１篇超过世界平均被
引用数。而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公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从引用频率最高的重要论文的比

率来看，２００７年美国占全世界的４０％，英国和德国分
别超过１０％，日本为７％，中国约为６％［８］。

为何在中国容易造成“论文数量第一，实际水平

很低”的现象，我们以为主要原因出在当前的科研管

理体制上。在各种考评和验收中，论文都被看作一个

很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笔者承担的有关研究课

题的结果显示：如果要完全满足我国迫于毕业、职称评

定而有论文发表需求，每年全国需要发表４８０万篇论
文，而全国所有正式期刊每年仅能发表１４０万篇。这
之间的巨大缺口，导致论文买卖的兴起和非法学术期

刊的出现。目前，我国买卖论文已经形成产业，２００９
年的规模达到１０亿元人民币［９］。其实，全球期刊编辑

界的共识是：任何杂志已经发表的论文中，９０％为可登
可不登，笔者也是这一理论的赞同者，也就是说，世界

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好文章。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

道，对于一项研究，更重要的是其本身的科学意义，是

其对社会和人类的价值，而不应该仅仅是论文。２００９

年初，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对硕士生、博士生要获得学

位必须先发表论文的规定提出批评，指出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并无此一说［１０］。尽管表面上无

法可依，但潜规则依旧盛行。当前，为了生存，中国很

多研究者不得不把心思花在连自己都认为没有什么价

值的论文上。时下由长官意志主导，引起俗人得志，最

后匹夫夺志的现象，可以说屡屡可见。

３　从攻坚到决胜：岂能置身度外

　　长期以来科技期刊界有一个共识：在我国出版业
中，各级主管部门都是重图书、轻杂志，重社科、轻科

技。这种现状的形成其实不乏来自我们自身的原因。

就科技期刊的办刊人而言，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象牙

塔里埋头苦干，服务于特定对象的小众群体，似乎与社

会现实隔绝，没有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１１］。就拿

如何看待ＳＣＩ来说，其实在中国对 ＳＣＩ津津乐道的科
技人员中，绝大多数并不真正了解 ＳＣＩ。为何对 ＳＣＩ
的种种错误认识如今能大行其道，除了各级主管部门

的错误导向外，我们期刊人也难辞其咎［１２］。如果我们

能充分利用好期刊这一阵地，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为

国家分忧，承担起对广大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普教育的

重任，也不至于使今日中国“唯 ＳＣＩ论”甚嚣尘上。
“ＳＣＩ之父”加菲尔德曾说，ＳＣＩ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
库，但是单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科研人员是不合适

的，以ＳＣＩ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更是不合适的。评
价研究人员，包括评估一个机构或期刊，需要用多个科

学评价标准而不是仅用一个标准。人们必须屏弃急功

近利的思想，充分重视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１３］。

柳斌杰署长［４］指出，与以往改革相比，新一轮改

革有３个显著特性：一是改革进程的历史性和关键性，
二是改革任务的攻坚性和全局性，三是改革要求的明

确性和紧迫性。尽管我们达到了攻坚年的改革目标，

但尚存一些不足，如产业集中度较低，结构性矛盾较突

出，市场环境尚不理想，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

系还没有最终形成等。改革的进度安排紧而有序，对

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再无迟疑之理。

诚然，相对于出版社而言，中国科技期刊的现状更

为错综复杂，长期形成的不同单位主管和主办上的千

差万别，许多学术期刊办刊以传播科技信息为己任而

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及各地和不同主办者将刊号作为

资源据为己有的利益之争等，都将显著加大期刊改革

的难度。为此，不难预见，中国期刊的改革，尤其是科

技学术期刊的改革，决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要做好

打持久战的准备。正如柳斌杰署长所言：经营性新闻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只是与市场接轨的第一步，要把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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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水的“小舢板”变成实力强大的“航空母舰”，还有

一段艰难的路要走。新年伊始，柳斌杰署长就为我们

描绘出今年新闻出版改革的前景：要实现“一个体制、

两个格局、三个体系”。“一个体制”是：党委领导、政

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经营的宏观管理体

制。“两个格局”为：以国有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

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吸收人类优秀文化共

同发展的开放格局。“三个体系”是：一个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市场体系；一个以人为本、面向

基层、惠及大众的公共服务体系；一个技术先进、传输

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４］。

转企改制，放飞梦想，是广大科技期刊人的夙愿。

经过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攻坚年的洗礼，我们衷心希望

在决胜年中有更多的期刊同人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奉

献才智。对肩负改革重任的中国科技期刊人而言，也

许有风雨，难免有惊雷，但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都

应该认清形势，早做准备，以“双效”“双爱”为目

标［１４］，依据分类指导的原则，积极主动地寻求适合自

己所办期刊的改革与发展模式，攻坚克难，锐意进取，

争当改革的“弄潮儿”。

我们坚信，有各级领导的正确指导，有全国科技期

刊人的精诚合作，中国科技期刊这支久有凌云志的团

队，一定能够在未来新的１０年中不辱使命，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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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Ｎ］．中国新闻出版报，２０１００１０５（３）
［６］　游苏宁．中国科技期刊的追求和出路［Ｎ］．光明日报，

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１２）
［７］　游苏宁．欢庆之余的沉思［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５）：

３７７３７８
［８］　赵亚辉，任江华．两年高产７０篇论文的背后［Ｎ］．人民日

报，２００９１２３０（１１）
［９］　佟彤．“论文大国”的真实质地［Ｎ］．北京晨报，２０１００１

０６（Ａ０４）
［１０］熊培云．“学术鸡蛋”，谁下不是下？［Ｎ］．新京报，２００９

１２１９（Ｂ０６）
［１１］游苏宁，石朝云．应重视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Ｊ］．编辑学

报，２００８，２０（６）：４７１４７４
［１２］游苏宁．对科技期刊国际化有关问题的反思［Ｊ］．编辑

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４
［１３］曹红涛，赵亚辉．“论文大国”有多少泡沫［Ｎ］．人民日

报，２００９１２３１（１１）
［１４］游苏宁．“双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２）：７９８０
（２０１００１０８收稿；２０１００１１５修回

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櫄

）

新中国６０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科技类）获奖名单

　　本刊讯　 由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

所２００９年举办的“新中国６０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和期
刊人”评选结果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揭晓。获奖的

科技期刊人名单如下（姓名／单位）：
王淑芹／机械工程学报；朱作言、丁乃刚、徐光宪／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王鼎盛／中国物理快报（英文
版）；陈新谦／中国药学杂志；陈浩元／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刘少华／地球物理学报；余莲／电子

技术应用；谢础／航空知识；张君颖／林业科学；刘泽林／
汽车与驾驶维修；李林／环境科学；张立萍／现代化工；

杨子明／中华外科杂志；陈进元／北京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郝梓国／地质学报（英文版）；刘青明／植物学
报（英文版）；路文如／中国农业科学；费开扬／中医杂

志；万琳琛／少年科学画报；程维红／作物学报；赵华／园

艺学报；高雪梅／煤炭学报；孔红梅／生态学报；陈炳新／

水利学报；颜帅／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瞿雁冰／兵器知
识；彭圣浩／建筑技术；章志英／物理学报；游苏宁／中华

医学杂志社；李栓科／中国国家地理；孙云志／数学学报
（英文版）；翁永庆／中华医学杂志；陈跃龙／家庭医生；

王亨君／地球科学；袁振国／特种铸造及有色冶金；周佑
启／中国机械工程；彭超群／中国有色金属学报；陈杭
亭／分析化学；吴根范／电力系统自动化；谢思和／农村

百事通；师昌绪／金属学报；孙安垣／工程塑料应用；陈
溥远／海洋与湖沼；黄良田／第四军医大学学报；魏彬／

生理学报；裘法祖／大众医学；姚
!

／Ｃｅｌ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刘永
新／高等学校化学学报；陈常青／中草药；董海原／山西
医药杂志；马劲／中国药房杂志社。

（包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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