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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件学报》希望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探索出一条中
文期刊向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回收的问卷数据统计与分析结

果表明：中文期刊走向国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模

式可循；应在认清中文期刊语言特殊性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国

际发展定位，积极摸索有效的发展途径和方法，有的放矢，做到

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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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承载着我国科

学研究成果的科技论文也越来越受世人瞩目，这从近几

年我国论文被国外著名检索机构收录数目的快速增长

可见一斑［１３］。我们发现，这些论文在国内外期刊上刊

登的分布比例也在变化。有学者［４］根据中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历年的统计资料发现，我国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期
间被ＳＣＩ检索的论文总数增加不少，由１万９９３６篇增
至７万９６６９篇，上升２９９．６％。其中，在海外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由１万２２８９篇上升至６万１２５１篇，增长
３９８．３４％，而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则从７６４７变为１
万８４１８，只增长了１４０．９％。也就是说，我国被ＳＣＩ光
盘版收录的论文中，１９９９年有３８．３６％发表在国内的科
技期刊上，到了２００７年，这个比例下降为２３．１２％，而在

海外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则从６１．６４％增长为７６８８％，
稳步上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不断大量地流向海外，这

对于我国期刊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为了留住好

的文章，国内期刊走国际化道路势在必行［５６］。期刊的

国际化包括稿源国际化、作者国际化、专家审稿国际化、

文字用语国际化、编排国际标准化和读者国际化等

等［７１０］。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内期刊国际化，提升其国

际影响力，树立国际威信呢，这已成为期刊界共同关心

的问题。《软件学报》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其中包括对

海外华人读者的调查与分析。

１　问卷调查

　　《软件学报》是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和中国计
算机学会主办，主要面向全球华人计算机软件学者，以

中文为主的国际软件学术期刊。编辑部从２００７年开始
向海外华人实施赠送样刊计划，目的是向在海外的华人

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介绍国内的研究发展状况。赠阅

者的名单是通过“一推五”方式确定的，即１位编委或高
被引论文作者提供５～１０名海外华人，之后编辑部通过
Ｅｍａｉｌ向拟赠阅者确认邮寄地址，以保证赠送的有效
性，最终确定了５１名海外华人。在赠送样刊１年之后
的２００８年初，我们对这５１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１１　目的　期望通过问卷调查，找出国内期刊走向国际
的各种影响因素，被海外读者认可所存在的障碍与困难。

调查反映了海外华人读者对中文期刊的具体需求和要

求，是探索中文期刊向国际化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１２　内容　问卷共分以下 ７个问题：１）对《软件学
报》的印象如何？包括刊物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以及整

体风格，等等；２）《软件学报》的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
若有，主要表现在哪个（些）方面？３）您对《软件学报》
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具体建议？包括内容和形式等任何

方面，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４）若诚邀您参与
《软件学报》的审稿工作，是否同意？若同意，每年可

以接受的评审数量是多少？５）是否有意投稿？在什
么情况下，您会考虑向《软件学报》投稿？若目前没有

投稿的打算，可否简单说明阻碍您投稿的原因大致为

何？６）是否愿意继续接受赠阅２００８年《软件学报》印
刷版？７）《软件学报》现实行 ＯＡ方式（全文电子版在
线免费阅读），您是愿意选择在线阅读，还是愿意获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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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版？还是两者都希望获得？

１３　问卷回复情况　问卷调查表共发出５１份，其中
未回复的１３份，地址有误被退回１份，总共有３７份回
答了问题，有效答卷占７２．５％。这３７位学者来自１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涉及计算机理论、软

件工程、图形图像、网络与信息安全、数据库等计算机

主要研究领域，都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关于刊物的质量与水平　当被问到“对《软件学
报》印象如何？包括刊物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以及整体

风格”时，２５位学者对此问题作了回答，其中：２人未
置可否：１７人（６８％）认为“好”，５人（２０％）认为“中
等，文章水平参差不齐”，１人（４％）认为“同 ＩＥＥＥ相
比，可读性不强”。回答认为《软件学报》“好”的又可

以分成３种：有１人认为“学术价值很高，可以和国际
上的相应刊物相媲美”；有８人认为非常好，质量高，
是国内软件研究领域最好的学术期刊之一，但同国际

知名期刊还有一段距离，或者正在向国际期刊迈进；有

８人只是简单表示好或较好，认为《软件学报》给人印
象深刻，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期刊。除了对《软件学

报》学术质量的评价外，还有２人提到刊物的排版印
刷也非常好。同时，部分学者也提到了刊物的不足，认

为：１）文章偏重于基础和理论性研究，收录文章的层
次有所褊狭；２）文章篇幅较短，深度不够；３）文章水平
参差不齐。

２２　关于刊物的内容与形式　
１）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当被问到“《软件学报》的

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若有，最突出地表现在哪个（些）

方面”时，有８人明确表示“文章选题新颖，很有意思”，有
３人认为《软件学报》能反映目前国内软件领域的最新课
题和方向，他们正是通过《软件学报》来了解国内计算机

软件行业的动态的。也有人表示由于自己研究领域与

《软件学报》不尽相同，更关注本领域的发展状况。

２）对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建议。当被问到“您对
《软件学报》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具体建议？包括内容

和形式等任何方面，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时，

受访者纷纷给出了如下建议和看法。

①英文稿件问题：为提高《软件学报》的国际影响
力，有部分学者提出应增加英文稿件的数量，以吸引海

外稿源，扩大刊物影响；有人表示更愿意审英文稿件。

②文章数量和长度问题：减少每一期文章的数量，
数量多会降低文章的质量；每月可以增加为２期；增加
文章长度至２０页，文章篇幅太短会影响文章深度。

③文章排版格式问题：有受访者建议应改变文章

排版格式，不用Ｗｏｒｄ，而采用 Ｌａｔｅｘ或 ＰＤＦ格式，因为
国际上大部分优秀的期刊早已弃用Ｗｏｒｄ排版了。

④专题专刊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可以增设专题栏
目，针对有意思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同时也可以发行

专刊，把关于某一个方面的文章辑结成册出版。

⑤内容倾向性问题：有学者建议《软件学报》文章
不要过于偏重基础理论性研究，应增加应用方面的文

章；有人建议多刊登综述性文章。

２３　关于发行方式　由于期刊的发行方式是影响期
刊传播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问卷也涉及到了这

方面的问题。在被问到“是愿意选择在线阅读，还是

愿意获赠印刷版？还是两者都希望获得”时，有２６名
受访者回答了这个问题：１６人（６２％）只希望阅读电
子版，６人（２３％）只愿意阅读印刷版，４人（１５％）希
望这２种版本都能得到。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
钟情于电子版期刊，对于原因，他们认为：一是电子版

节省运费；二是电子版快捷，及时；三是电子版节约纸

张，保护了树木，不污染环境。

２４　审稿和投稿问题
１）审稿问题。在被问及“是否同意参与《软件学

报》的审稿工作，若同意，每年可以接受的审稿数量是

多少”时，有２４位受访者对此作出了回答：其中１６人
（６７％）同意，其余 ８人（３３％）不同意。由此可以看
出，大部分海外华人都愿意给《软件学报》审稿，占总

数的２／３，只有１／３的人表示由于目前的教学科研任
务较重，还在给许多别的期刊审稿，抽不出时间来。对

于每年可以审稿的数量，大多数学者只愿意接受每年

两三篇，最多五六篇，并且只限于自己研究领域内的稿

件。还有人提出只能审读英文稿件，也有学者表示如

果允许用英语填写评审意见，他们愿意接受审稿。

２）投稿问题。当被问到是否愿意给《软件学报》投
稿时，有２４人作了明确回答，２人未置可否：有１０人
（４２％）表示愿意，１４人（５８％）表示拒绝。拒绝的理由主
要有：语言原因（不熟悉汉语）；影响力原因（《软件学报》

的国际影响小）；专业领域原因（《软件学报》未在自己研

究的领域之内）；读者原因（《软件学报》的读者群主要

在国内）和排版原因（稿件以Ｗｏｒｄ格式排版）；等等。
３）审稿过程。为吸引海外稿源，扩大刊物影响

力，有人提出应当将评审过程公开，透明。定期公布统

计数据，比如稿件的录用率、投稿数，等等。另外，免收

审稿费和版面费也会吸引更多优秀的稿件。

３　各项建议分析和措施

　　《软件学报》编委会根据调查问卷的回复情况，认
真分析并考虑了各项建议，认为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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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于增加英文稿件的问题，编委会认为不必
要，原因有三：①扩大期刊的影响力主要靠文章的学术
质量高［１１１２］；②与大多数中文期刊一样，《软件学报》
主要面向中文读者，而不是英文读者［１３］；③中英文混
编的期刊很难在国外图书馆正式上架。

２）对于减少每一期文章的数量的建议，编委会认
为可操作性不强，鉴于国情，过于精品化会失去一定的

群众基础。

３）对于每月可以增加为２期的建议，编委会认为
可以每月分为Ａ和Ｂ两辑。Ａ辑以理论性文章为主，
Ｂ辑以工程应用性文章为主，将来还可以分得更细，甚
至可以把子领域分出来，独立成刊，令人耳目一新。

４）对于增加文章长度的建议，编委会认为现在文
章篇幅较短是由于许多人只重数量不重质量造成的。

《软件学报》可以分成长文专栏和短文专栏，长文专栏

只刊登２０页以上的文章，对于质量稍差的文章可以压
缩在１０页以内刊登在短文专栏。
５）关于文章编排格式，编委会同意受访者的意

见，认为 Ｌａｔｅｘ排版精确美观，且为国际通用，可以采
用。目前，《软件学报》已经在他们的网下载区设置了

Ｌａｔｅｘ格式供作者和读者自行下载。
６）对于专题专刊，编委会认为：可以设立专题栏目，

每期围绕１个主题讨论，对于有趣问题专栏，可以邀请
国内外知名专家来主持；可以增设反馈和讨论栏目，鼓

励对有趣话题、有争议的话题进行讨论，或者对已发表

文章发表不同见解，并附专家或读者回复；可以发专刊。

实际上，《软件学报》从２００６年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７）对于内容倾向性问题，编委会认为此建议实施

起来比较困难，可以考虑报道一些有详尽实验数据的

系统性研究工作。可以多刊登综述性文章，并邀请有

关领域的专家撰写。

４　结论与展望

　　通过此次对海外华人读者的问卷调查，我们对中
文期刊在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

识：海外华人对国内的研究动态是时刻关注的，由于中

文期刊存在语言障碍，而且国际影响力不大，排版软件

不符合国际惯例等因素限制了他们的投稿。要想吸引

这些稿源，需要切实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扩大刊物的

国际影响力，同时积极地向海外赠送样刊，与国外大型

出版集团合作，以期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同行认识中文

期刊。当然，学术质量的提高与我国计算机软件科学

的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研究水平的整体增强，有助

于提高刊物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同时，刊物在国际上的

影响不断扩大，也会推进学科的研究发展水平。

中文期刊走向世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向国际发

展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应在认清中文期刊语言特

殊性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国际发展定位，积极摸索有效

的发展途径和方法，有的放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文期刊不能完全照搬英文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应立足于国内，面向国际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中

文期刊发展之路。

此次调查人数样本较少，可能有些建议和意见不

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各项建议的确真实反

映了海外华人对《软件学报》乃至整个中文期刊的一

些要求和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继续扩大调

查范围，以便能更加全面地反映海外华人对中文期刊

的看法和要求。

《软件学报》原副主编陆汝钤院士针对此次调查

结果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和建议，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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