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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基金重点项目（ＧＢＪＸＡ０９０６）；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２００９年度重点课题（２００９Ａ００９）

美国科技期刊出版一瞥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代表团赴美学术交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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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期刊社《石油科学》（英文版）编辑部；２）北京林业大学期刊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３，北京

摘　要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１２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与查
尔斯沃思集团（美国）公司在美国联合举办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编辑与美国同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代表团深入走访了美国多

家学会、大学科技期刊及相关组织。通过交流，代表团成员对

美国学会、大学科技期刊的经营模式、数字出版、文献管理、期

刊评价、版权使用等都有了更新的认识，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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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１２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原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与查尔斯沃思集

团（美国）公司在美国联合举办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编

辑与美国同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方代表团由来自全

国１３所大学科技期刊编辑部的１４位高级编辑组成
（以姓氏笔画为序：于卫、王征爱、沈自飞、冷怀明、张

学东、张凌之、李卓青、罗萍、杨雷、施贵军、赵爱群、顾

泉佩、鲍洪彤、颜帅），研究会理事长颜帅编审任团长；

美方代表团团长是查尔斯沃思集团（美国）公司总裁

ＡｄｒｉａｎＳｔａｎｌｅｙ先生，美方代表之一、查尔斯沃思集团
（美国）公司的ＤｅｂｏｒａｈＹａｎｇ女士担任全程会议翻译。

在美国１０天的有效行程中，代表团深入走访了多

家学会、大学科技期刊及相关组织，包括：位于华盛顿

的国际主任编辑与技术编辑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ＳＭＴＥ）、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ＮＡＳ）、美国科学教师协会出版部（ＮＳＴ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位于费
城的汤姆森路透公司（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科学中心、查
尔斯沃思集团美国公司，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出

版社（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ＲＵＰ），位于波士顿
的版权结算中心（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ＣＣ）、
Ａｒｉｅｓ公司（投审稿系统开发服务）。在此期间，代表
团与美方联合召开了８次学术交流会议。除上述单位
均有详细报告外，爱思唯尔的 Ｃｏｌｌｅｘｉｓ公司（开发并提
供语义检索服务）、美国医师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工业与应用数学杂志（以上在费城科学中
心）和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在波士顿）等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应
邀专程赴会作报告，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交流。通过交流，代表团成员对美国学会、大学科技期

刊的经营模式、数字出版、文献管理、期刊评价、版权使

用等都有了更新的认识，收获很大。

１　为读者办刊

　　目前国内外科技期刊的出版模式按规模大体可分
为２种：一种是像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或Ｅｌｓｅｖｉｅｒ那样的大型出版
运营商，旗下拥有几千种科技期刊，规模经营，打包销

售；另一种则是传统的“小作坊”式的期刊出版社，只

出版１种或几种期刊，独立运营，自成体系。国内期刊
界有人把前一种大型出版商称作“期刊航母”，而把后

者称作“期刊小舢板”，的确是非常形象。鉴于中国绝

大多数的科技期刊其实都是“小舢板”，我们这次美国

之行期刊访问的重点目标就是美国的“小舢板”，希望

借此了解美国中小编辑部的期刊管理和运营模式，为

我国更广大的科技期刊编辑部提供借鉴；但走访下来，

我们发现，美国的所谓中小编辑部，比如 ＰＮＡＳ和
ＲＵＰ，其主办的期刊用“小舢板”来形容其实已经不合
适了，可以说是“小舢板”的规模，“巡洋舰”的威力，其

入海之远、“战斗力”之强早已远非国内同类可比。它

们的各具特色的经营模式、高效的管理经验、卓越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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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成绩和期刊影响力都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

与中国众多的小编辑部相似，位于华盛顿的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编辑部也只出版 １种刊；但它却与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齐名，是全世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
性学术期刊之一，１９１４年创刊，周刊。发表的文章内
容涵盖生物、物理等约２０个学科，甚至包括社会科学
的内容。

ＰＮＡＳ现在的收稿量约１４万篇／年，正式发表约
２３万多页，录用率约为２０％。ＰＮＡＳ全部在线优先出
版，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份稿件从世界各地投到其出版

平台上，经编辑初审合格后，随之在最长４～６周的审
稿周期内，稿件被发往全世界的同行专家评审，并经编

委最终评判，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在 ＰＮＡＳ的在线出版
平台上。也就是说，每天每时每刻，都有稿件在 ＰＮＡＳ
的平台上在线得到处理，或收稿，或拒稿，或送审，或发

排，或发表。一周将本周内所有在线出版的稿件结集

印刷一次。因为每周出版的文章篇幅不同，所以每期

印刷版的页码不固定，平均期页码４００多页，厚厚的立
在编辑部的书柜里，蔚为壮观。该刊网络版点击率约

有４４０万／周，全文下载量达到１５８０万页／年。因此，
尽管ＰＮＡＳ学科覆盖面如此之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此“综合”，但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影响因子分别为
９３８、９．４３，在ＳＣＩ综合科学类排名第３位。据编辑部
负责人介绍，目前最新的影响因子已达到９．５８。这就
是有“巡洋舰”威力的美国“小舢板”！

ＲＵＰ不出书，基于洛克菲勒大学是世界著名的生
物医学教育研究中心，ＲＵＰ只出版３种生物医学专业
的期刊，其实相当于我们专业性大学的期刊社。出版

社是大学的一个下属单位，３种期刊是《实验医学杂
志》《细胞生物学杂志》《普通生理学杂志》。期刊的办

刊宗旨是面向全世界刊登高质量的生物医学论文，促

进学术交流［１］。

《实验医学杂志》创刊于１８９６年，１００多年来该刊
一直是报道实验医学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论坛。《普

通生理学杂志》创刊于１９１８年，刊载有关生理学的基
础生物学、化学和物理机制的原创文章。《细胞生物

学杂志》创刊于１９５５年，是一种原创的国际性期刊，为
当代细胞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提供了一个严谨的论

坛。这３种期刊均在 １９７７年实现了在线出版，２００３
年完成了所有过刊的在线出版。与 ＰＮＡＳ不同的是，
ＲＵＰ的３种期刊是由编委负责论文的审稿。２００９年３
种刊物共收稿４９６８篇，有２９７８篇来自美国以外的国
家，其中中国１９３篇。２００９年发稿６６１篇，美国以外
的国家２８１篇，中国仅占２篇。刊稿率为１３％。

与ＰＮＡＳ相同，没有任何组织或大学给 ＲＵＰ提供

办刊经费，期刊的运营完全来自期刊经营收入，包括期

刊销售收入（包括印刷版和在线版）和版面费，也就是

说ＰＮＡＳ和 ＲＵＰ都是完全市场运作的科技期刊。市
场从何而来？市场就从期刊的影响力而来。只有有了

高影响力，期刊才会有读者，读者就是市场；因此，提高

期刊的影响力是期刊发展永恒的主题［２３］。

怎样提高期刊的影响力？ＰＮＡＳ给出了“提高学
术期刊影响力的１０种有效方法”［４］，包括：精心挑选

编委会成员（１７２名编委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３０
多个学科）；开展多种方式的组稿、约稿，争取高影响

力的稿件；关注研究热点；严格评审；审核伦理问题；与

作者保持常规联系的机制；保证印刷出版质量；通过在

线的方式提升刊物的附加值，更好地服务作者和读者；

与媒体保持联系；采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利用博客、

在线期刊等方式发布刊物的最新消息和动态，提高刊

物资源的在线使用率。通过在线方式关注用户传递的

各种信息，关注作者、读者和用户的反馈意见，使刊物

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事实上，这些经验是国内编辑部也常常谈到的，尤

其是前几条，可以算得上老生常谈了，真正给我们触动

的是美国期刊同行在讲述中传达出来的对期刊工作的

专注认真、一丝不苟、各尽其职、事无巨细力求细致精

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强烈感受到美国的科技期

刊真正是为读者办的，换言之真正是以市场为主导

的［５８］。读者就是市场，读者本质上就是期刊的衣食

父母；因此，读者的需要是编辑部第一要满足的，编辑

部的一切工作，包括选择优秀的稿件发表、为作者提供

更好的服务吸引优秀稿件、不断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提

高出版效率、注重期刊与媒体的互动、保护作者版权

等，其核心都是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市场服务。

正是因为目标明确，态度端正，加上高效细致的工作，

辅以现代化的先进技术，焉能不要风得风？

２　期刊影响力的评价不能唯影响因子

　　在我国，目前科技期刊的评价大有唯影响因子的
倾向。谈及科技期刊，必谈影响因子，谈影响因子倒也

不算错，错的是把其他引证数据，如自引率、发表文章

数、总被引频次等一概放在一边。这种倾向不仅在科

技论文作者中存在，科技管理部门甚至期刊界同行中

也大有此端倪。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专家认识到，这是

评价管理简单化的体现。长此以往，这种不科学的评

价方法势必影响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从而进一步影

响到中国科技的良性发展，事关重大［９１２］。

这次美国学术交流的重要一站是ＳＣＩ所在的汤姆
森路透公司费城总部。针对中国目前过分依赖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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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来评价期刊和研究人员的情况，汤姆森路透编辑部

和出版者关系部副总裁 ＪａｍｅｓＴｅｓｔａ特别介绍了影响
因子的计算方法和利用影响因子来评价期刊和研究人

员存在的局限性［１３］。Ｊａｍｅｓ指出，我们看到的影响因
子并不代表当时、今后的情况，加上每种期刊的学科、

发表论文的总数不同，因此影响因子的绝对数值并不

具有可比性。影响因子只是一个单一指标，只有和自

引率、总被引频次等其他指标综合使用才有评价意义；

因此，绝对不能简单地把影响因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指

标来对期刊进行评价，这是不合理的，不能反映期刊的

真实影响力。近年来期刊引证统计学家提出了一个新

的评价指标特征因子（ｅｉｇｅｎｆａｃｔｏｒ），这是考虑了不同学
科、不同载文量期刊的更多特征因素得到的一个更综

合、更具可比性的相对数值。他举例说明了用特征因

子来评价期刊更具合理性。与影响因子对比的结果表

明，用特征因子得到的期刊影响力排名的确更符合人

们心目中的事实，名刊就是名刊，特征因子排名会在前

面；而用影响因子排名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种人们

印象中似乎名不见经传的期刊却排在很多名刊的前

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Ｊａｍｅｓ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
对我国的科技期刊现状可以说非常了解，相信他这些

详细的说明也是针对我国目前过分依赖影响因子的状

况为我们特别准备的。

事实上，ＳＣＩ数据库作为汤姆森路透公司的一个
优秀产品，在全世界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先进性和权

威性，但是，ＳＣＩ本身绝不是以期刊评价或者学术评价
的工具存在的。ＳＣＩ在我国科研工作者中的广受追捧
恰如影响因子之于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实在是简单化

的谬用。其谬用之责，如果让ＳＣＩ或影响因子来承担，
似乎又成了新的简单化的谬误了。

３　新视野

　　深入、务实和有针对性的走访交流，拓宽了我们作
为办刊人的新视野，直观地接触到了目前国际期刊界

最前沿的新概念、新技术，比如美国版权结算中心

（ＣＣＣ）的二次版权使用服务、爱思唯尔 Ｃｏｌｌｅｘｉｓ的语
义检索技术以及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３１　美国ＣＣＣ　美国ＣＣＣ是在版权发展过程中，针
对版权的二次使用越来越多的状况，１９７８年由版权集
合商在美国国会提议创立的一家二次版权中间服务机

构，是非营利性私有机构，迄今美国独此一家［１４］。

在美国，版权原始用户和二级用户分得很清楚，为

此在期刊出版后的使用中，存在着二次版权的享有和

使用空间。版权二次使用包括复制和通过影印以及通

过数字手段传播等各种方式进行的二次使用，具体使

用权限当然由版权持有者设定。ＣＣＣ就是为版权持
有者（包括期刊社和作者）和二次版权使用者提供服

务的一个中间服务机构。

ＣＣＣ在得到版权持有者授权后，协助他们提供和
结算其享有版权相关作品的使用服务。版权使用者将

购买版权的版税付给ＣＣＣ，然后由ＣＣＣ再支付给版权
持有者，ＣＣＣ是版权持有者与版权二次使用者之间沟
通的桥梁，或者说中间代理人。ＣＣＣ主要有 ３个市
场：１）学术市场，即面对大学、研究机构的用户；２）面
对企业出版者的市场；３）版权持有者市场。ＣＣＣ对前
２个市场是收费获利的，付费给第３个市场。具体收
费标准依据与版权持有者签订的合同。

３２　Ｃｏｌｌｅｘｉｓ语义检索技术　Ｃｏｌｌｅｘｉｓ语义检索技术
旨在帮助科研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检索到需要的文

献［１５］。面对海量的文献，研究人员要找到自己真正需

要的文献并不容易。该技术就是利用关键词的内在逻

辑联系，通过语义的不同权重计算来检索研究者最需

要的信息，研究者可以很便捷地找到自己的同行及同

行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及联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

研究者之间的研究协作和信息资源的交流效率。对科

技期刊编辑而言，语义检索可以帮助编辑迅速了解某

一主题的前沿科学家和挑选最恰当的同行评议专家。

３３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是一个基于 ＤＯＩ（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实现文献引文跨出版社服务平台链
接的参考链接服务系统（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中文网址：ｗｗｗ．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ｏｒｇ．ｃｎ）。２０００年初，多家著名的学术性出版
商联合组建了这个非营利性的独立团体，并由国际出

版商联谊协会（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ｋ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ｃ．ＰＩＬＡ）负责管理和为成员出版社提供链接服
务。其宗旨是通过出版商之间的集体合作，让用户能

够访问原始研究内容。该系统提供的是合作式参考文

献链接服务，其工作方式类似于数字交换机。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还是学术与专业出版物数字对象标志符（ＤＯＩＲ）链接
的正式登记机构。其最终结果是建立了一套高效的、

可升级的链接系统。研究人员可通过点击期刊中的一

份参考文献引用条目来访问被引用的文章。

４　结束语

　　在１０天的交流过程中，代表团也向美方介绍了中
国高校及其出版的科技期刊的概况、编辑出版现状、成

就和改革发展方向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数量之

多、影响之大，引起了美国同行的极大兴趣。双方讨论

了期刊组稿、编辑、出版、营销、评价等共性话题。

我们看到，在美国，二次版权的使用付费已经深入

人心，同时，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并被即时应用，使得期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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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版和信息管理发生了革命性的重大变化，进而影

响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技

术的更大发展，这种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已经形成。对

比目前的中国，一次版权尚在规范过程中，二次版权对

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概念，信息技术的应用仍处在起

步阶段，差距之大的确令人震撼。

我们不得不感叹美国在期刊出版、版权保护等方

面已经达到了极先进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期刊出版

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人

正在努力，走过发展中的这个必然阶段之后，在不远的

将来，相信中国科技期刊一定会为世界科技进步作出

越来越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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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１４次年会召开
　　本刊讯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第１４次年会暨第３届
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颁奖大会和研究会更

名仪式，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６—１１日在重庆市举行。
在研究会更名仪式上，教育部科技司陈盈晖副司长、新闻

出版总署人事司余昌祥司长、中宣部出版局刘建生副局长、重

庆市新闻出版局王增恂副局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对研究会

更名表示祝贺，并希望研究会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引领高校科

技期刊创建学术交流精品，倡导优良学风，不断提升学术影响

力。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学会、北京高

教学会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等兄弟学会代表分别致词。余昌

祥司长、刘建生副局长、陈盈晖副司长和颜帅理事长共同为中

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揭牌。更名仪式后，大会为荣获第３届
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的单位颁发了由教育

部科技司签发的获奖证书。随即颜帅理事长作题为《为提升高

校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而努力奋斗》的发言，郑进宝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宣读了研究会《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倡议书》。

第１４次年会的主题为“高校科技期刊改革：学术与经营”。
年会征文投稿踊跃，从中遴选出质量较好的５０篇论文，结集出
版了《中国高校学术出版（Ⅲ）》。年会分大会报告和学术、版
权、数字出版３个分会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报告和交流
活动。各会场主题鲜明，紧跟时代要求，内容涉及高校科技期

刊发展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参会代表普遍反映收获很大。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科技部国家工程

技术图书馆、科学出版社、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机械工业出版社、爱思唯尔北京办事

处、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办事处、汤姆森路透北京办事处等单

位的嘉宾以及曾任研究会负责人的老同志代表和６００多位会
议代表参加了年会。 （铁　明）

５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