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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国外ＳＣＩ林业期刊的出版现状、借鉴其先进办
刊经验，调查了２００８年ＳＣＩ检索的４７种林业期刊，调查内容包
括期刊基本信息、期刊评价因子、出版时滞、编委会及作者组

成、数字出版等方面。并结合我国林业期刊缺乏国际影响力的

现状，提出了明确期刊定位和编委会职责、合作办刊、转变期刊

出版理念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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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我国对林业科

研的投入逐年增加，林业类期刊作为林业科研成果向

国内外展示的平台之一，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已有不少同人对我国林业期刊进行了各种分

析，包括期刊发展［１２］、市场运作［３］、期刊引证［４６］、编

辑规范［７］，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８］等方面。我国林

业期刊数量较多，但总体水平与国外同类期刊相比仍

存在着巨大差距，至今还没有一种林业期刊被科学引

文索引（ＳＣＩ）所检索；因此，有必要对国外优秀的林业
期刊尤其是 ＳＣＩ林业期刊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但目
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介绍和引证分析等方

面［９１２］，而缺乏对这些期刊的全面调研分析。

本文采用互联网与图书馆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调

查了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ＩＳＩ）发布的２００８年期刊引
证报告（ＪＣＲ）中所包括的全部４７种 ＳＣＩ林业期刊，调

查内容包括期刊基本信息、期刊评价因子、编委会及作

者组成、数字出版等方面，并结合我国林业期刊的办刊

现状，分析了中外林业期刊存在的差距，探寻ＳＣＩ林业
期刊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１　期刊基本信息

１１　地域分布　４７种 ＳＣＩ林业期刊中，美国主办１１
种，荷兰７种，德国６种，英国、加拿大、巴西各３种，瑞
典、波兰各２种，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１０国各１种。
居前３位的美、荷和德所办刊物共占总数的５１％；欧
洲诸国总共 ２８种，占 ６０％；北美洲共有 １４种，占
３０％；亚洲仅有１种。美国刊物种数显著多于其他国
家，德国等林业发达国家主办的林业期刊相对较多。

荷兰作为世界知名学术出版集团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总部所在
地，办刊实力雄厚，其主办的林业期刊数量位居第二，

也不难理解。

１２　出版方　这些期刊中，完全由出版集团、出版社
出版的有２１种，占４５％，其中学术出版巨头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旗下８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４种；由各类学会主办的有１２种，
约占１／４；由研究所或高校主办的有１０种，占逾１／５；
而由学会和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共有４种，不足１０％。
１３　收稿范围　４７种 ＳＣＩ林业期刊中，有３种为木
材学类期刊。严格说来，这３种刊物的收稿范围并不
属于纯粹的林学。因国内的林业类期刊中多收有木材

科学等稿件，故此次调查并未将这３种刊物排除在外；
但从我们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ＳＣＩ林业期刊收稿范
围相对专一，狭义林学期刊中绝对不会发表木材科学

类的文章。

１４　刊名的地域性　国外的林学类期刊刊名很少有
地域性的限制。在４７种期刊中，只有６种有明确的地
域范围，但多为洲级或国家级的水平；有３种为美国主
办的带有方位性的期刊。但这些期刊中，很多已经突

破了地域性的限制，稿源覆盖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的

期刊。

２　期刊评价因子

２１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不仅被用来评价科技期刊
的优劣，还被用来评价科技论文和作者学术水平的高

低［１３］。我们调查了各刊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２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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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２００８年影响因子居前１０名的期刊见表１。在
这１０种期刊中，影响因子大于２的有５种，占所调查
期刊有效统计样本总量３９种的近１３％。除２种期刊
的影响因子较２００７年有少许下降外，都比上一年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其中，２００８年影响因子位居前２位的
期刊的该项指标增幅也最高，分别增加了 １．３４５和
１２５５。

表１　２００８年影响因子居前１０名的ＳＣＩ期刊

期刊名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增值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２．３２３ ３．６６８ １．３４５
Ｔｒｅ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Ｇｅｎｏｍｅｓ １．１７１ ２．４２６ １．２５５
Ｔｒｅ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１４１ ２．２８３ ０．１４２
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５７９ ２．１１０ ０．５３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５１ ２．０３７ －０．２１４
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２３６ １．７３０ ０．４９４
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２５８ １．６６４ ０．４０６
Ｔｒｅ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４６７ １．６２９ ０．１６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３０ １．５５６ ０．３２６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９１ １．５５４ －０．０３７

　注：由于部分期刊缺乏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的影响因子统计数据，因
此，该指标实际统计样本量为３９种。

２２　总被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是一个客观实用的评
价指标，可用来衡量期刊自创刊以来的学术影响力，也

可以在总体上直接反映期刊被科研工作者使用和重视

的程度，以及它们在科技发展和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和

所处的地位［１４］。表２为２００８年被引频次居前１０名
的期刊。由表２可知，在总被引频次最高的５种刊物
中，有４种的影响因子都大于２，可见总被引频次高的
期刊，其影响因子也相对较高。

表２　 ２００８年总被引频次居前１０名期刊的相关指标

期刊名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４４５１ ２．１１０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６１９ １．４３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７２３２ ３．６６８
Ｔｒｅ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５６２８ ２．２８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２５５ ２．０３７
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５３６ １．６６４
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９１ １．７３０
Ｈｏｌｚ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２３６９ １．２７８
Ｆｏｒｅ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５９ ０．５５０
Ｔｒｅ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８８８ １．６２９

２３　发文量　发文量是反映期刊容量的一个指标。
表３为２００８年发文量居前１０名的期刊的一些相关指
标。从影响因子看，发文量居前１０名的期刊中，只有
３种处于１０名之外；从总被引频次看，只有２种处于
１０名之外。

在计算刊物影响因子的公式中，发文量虽然是分

母，与影响因子成反比关系，但通过表３我们发现，在

很大程度上，发文量越大，其提高刊物被引频次的作用

也越大，影响因子也相应越高。

表３　２００８年发文量居前１０名的期刊相关指标

期刊名 发文量 影响因子 被引频次

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９７ ２．１１０ １４４５１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７８ １．４３４ ９６１９
Ｔｒｅ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１８４ ２．２８３ ５６２８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１６０ ３．６６８ ７２３２
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４６ １．７３０ ３２９１
Ｆｏｒｅ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９ ０．５５０ １９５９
Ｈｏｌｚ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１１５ １．２７８ ２３６９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９２ １．５５４ １３１２
Ｔｒｅ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８３ １．６２９ １８８８
Ｔｒｅ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Ｇｅｎｏｍｅｓ ７７ ２．４２６ １９７

２４　出版时滞　期刊出版时滞的长短是影响作者作
出投稿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Ｎｉｃｈｏｌａｓ等［１５］调查发

现，众多 ＳＣＩ期刊资深作者认为出版速度是仅次于同
行评议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２种期刊的出版时滞较长，
平均为１８和１５月，其他期刊基本在６～１２月以内。
出版时滞与刊期或单期发文量之间并无太大的联系，

例如：半月刊《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其单期
发文量达２９篇，出版时滞只有１０月左右；而单期发文
量只有十几篇的月刊《Ｔｒｅ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时滞却长达
１８月；单期发文量更少（约 ４．８篇／期）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出版时滞也长达１２月。

出版时滞的长短不仅与期刊社的办刊效率有关，

还和期刊的出版模式紧密相关。Ｄｏｎｇ等［１６］经比较发

现，近３０种的生物医学期刊中，开放存取（ＯＡ）期刊与
传统模式出版的期刊出版时滞相当，但都短于由知名专

业学会出版的期刊。我们在此次调查中并没有发现这

个现象，出版时滞较长的２种期刊均是出版社出版的。

３　编委会组成及作用

　　ＳＣＩ林业期刊的编委会，一般包括１或２名主编，
少数有１名副主编，１或２名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专
家担当编辑或执行编辑，数名至数十名副编辑，或有一

个由数名至数十名成员组成的顾问编委会。还有不少

期刊的编委会中有１名助理编辑，１名书评编辑，１名
软件编辑。主编和编委的变更速度较快，一般２～３
年就会更新一次。

ＳＣＩ林业期刊在办刊过程中，副编辑所起的作用
非常大。在编辑收到稿件后，主编会直接审稿决定稿

件录用与否，或根据学科分配给相应的１或２名副编
辑。此后的大量工作将由此副编辑完成，包括联系审

稿人，收集、整理审稿意见，决定是否录用该稿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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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刊的副编辑会直接与作者一对一地联系，反复讨

论稿件的各项问题，帮助作者完善稿件以达到发表的

水平。编辑收到作者的修回稿件后，再由技术编辑或

文字编辑完成稿件的后期加工。

４　ＯＡ和在线优先出版

　　根据 ＤＯＡＪ（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４７
种期刊只有５种为完全的ＯＡ期刊，占１０．６％，读者无
需付费即可浏览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其余期

刊或完全需要付费浏览，或对某些刊期作为免费资源

对读者开放。除少数期刊须有会员资格才能浏览论文

摘要外，绝大部分期刊的论文摘要可以免费阅读。

为了加快论文出版的周期，大型的出版社往往设

有在线优先（ｏｎ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出版的服务，这是一种基于单
篇论文处理的快速出版模式，很多被调查期刊采用了

这种方式。单篇论文处理完毕后，可以马上在线出版，

而不必等到整期论文筹集完毕后再一起出版。这种模

式的诞生，提高了编辑效率，缩短了论文的出版时滞，

将成为今后期刊网络出版的一个重要方式。

５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ＳＣＩ林业期刊的全面调查，我们了解了国
外优秀林业期刊的基本现状和先进的出版理念。下面

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１）走“学者办刊”之路。国内目前相当一部分期
刊走的还是“编辑办刊”的路子，主编和编委会所起的

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只是挂名而已。期刊的很多重要

工作如初审、选择审稿人、综合审稿意见等都由学术背

景并不深厚的编辑完成，这样无疑影响了期刊的学术

水平。学术期刊应该由学者担当编辑主体，充分发挥

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体现其学术思想。

２）明确期刊定位。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学报，应
尽快调整以前“杂而广”的思路，在主编的指导下探索

优势学科、走专业化的办刊之路。充分利用编委会资源

扩大稿源，避免将学报或地方期刊办成“内部刊物”。

３）明确编委会职责。一种优秀的期刊，必然有一
个认真负责的主编和高效的编委会。主编除应掌握学

科发展方向并对刊物进行准确定位外，还要有充分的

影响力和组织优秀稿件的能力。编委会成员的确定，

不宜单纯以人员的知名度作为标准，亦不宜过分追求

数量。编委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是期刊得以顺利运

作的最大保障。

４）合作办刊。与大型学术出版集团合作办刊，利
用其先进的办刊理念、完善而严格的办刊流程，更重要

的是利用其庞大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来扩大稿源，进而

提升期刊的知名度，是加快期刊运作良性化的重要举

措，也是目前国内不少期刊成功的经验之一。

５）转变期刊出版理念。在数字出版大行其道的
今天，应该努力学习先进的学术期刊出版知识，逐渐摒

弃某些过时的纸质期刊的工作方式，加快数字出版的

进度，缩短出版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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