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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可行性选择之一：编营分离

王　　琳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波谱学杂志》编辑部，４３００７１，武汉

摘　要　分析科技期刊在体制改革实践中的重重迷茫和阻碍，
认为编营分离是科技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可行性选择之一。

探讨编营分离制度在科技期刊体制改革中的必要性和预期功

能，以期为艰难转型中的科技期刊出版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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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新闻出版总署部署了新闻出版领域改革
攻坚阶段的主要任务，并于同年５月首次披露其后３
年新闻出版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１］。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８日，柳斌杰署长在中国报业协会第４次会员代表大
会上再次提出：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于２０１１年底
全部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２］。２０１０年伊始，新闻出
版总署发布了新出政发［２０１０］１号文件［３］，新闻出版

改革的鼓点由密集转为激昂，从攻坚转到决胜［４］。

与新闻出版领域的其他出版单位相比，科技期刊出

版单位的体制改革步伐明显滞后。面对科技期刊的特

殊性和复杂性，纵观我国新闻报刊、图书出版业成功改

革的路程，“编营分离”思想让苦于在体制改革浪潮中寻

找出路的科技期刊界眼前一亮，它可以作为一种可行性

的选择方案为科技学术期刊的体制改革带来新的突破。

１　科技期刊体制改革尚处于艰难的阵痛期

　　我国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如火如荼，但作为新闻
出版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期刊的改革步伐却极其缓

慢，科技期刊的体制改革尚处在一个阵痛期。阵痛的

根源究竟在哪里？这是首要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１１　先天的属性因素　出版业从其诞生以来，就有着

明确的双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属性［５］。

科技期刊是科学交流、发布、记载的平台，是传播科

学技术信息的载体。科技期刊虽然有市场属性，但也有

其非常强的特殊性。改革者强调科技期刊出版是产业，

产业就应该遵循产业的发展规律，价值取向以消费者的

认可为目标，工作中心以营销为重点，资源配置以获取效

益为中心；而改革质疑者强调科技期刊的文化属性，科技

期刊出版肩负着文化传承和积累的责任，即使是产业也

是特殊的文化产业，不能完全采用市场的原则来指导［６］。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８日，１５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给
有关管理部门上报了《关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纳入公

益性事业管理的建议》［７］。他们认为，科技期刊出版

既是出版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科技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本身是科学技术研究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通过知识的传播、交流、转换、存

储来显示其价值，它的使用价值是间接的、潜在的，商品

属性不是它的本质属性，学术性才是它的根本属性［２，７］。

如果科技期刊的主要属性是社会公益性，那么显然其出

版单位应该是事业性质的；如果科技期刊的主要属性是

经营性，那么其出版单位就应该属于企业性质的。由此

可见，对于科技期刊体制改革的各种消极怀疑态度，突

出的原因就在于对科技期刊属性的认识上。

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科协所属科技学术期刊每刊期均
发行３５００册，３５．８％的编辑部的广告年收入为０，仅
有２３．０％的编辑部高于 ２０万元［８］。在经营项目方

面，８８．８７％的期刊选择发行为主要经营项目，其他主
要经营项目依次有广告５７．８４％，版面费４６．５３％，学
术会议２０．２６％等［９］。而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的一项调查［１０］，我国科技期刊的广告经营状况是：明

确表示有广告经营许可证并从事广告服务的科技期刊

占５９％，近一半的科技期刊没有广告经营收入。
由此可见，科技期刊是与生俱来的小众性期刊，市

场受众面很窄，发行渠道不畅，经营拓展能力非常有

限，这种由本质所决定的生存发展基础非常薄弱的状

况，使得大多数科技期刊不具备直接转企改制的基本

条件。科技期刊出版的营利模式不明确，出版经营活

动的前景渺茫，造成了改革的又一大难点。

１２　积累的惯性因素　科技期刊发展还面临着一些
深层次问题，而这又是数十年积累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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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模式深刻影响着我国科技事

业和出版业的格局，改革开放以后，利益驱动也使得出

版业偏重大众出版而忽视学术和专业出版，使得科技

期刊在出版业和国家科技文化战略中缺乏一种科学、

合理的定位，导致其目前在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方面

分布散、实力弱、规模小的局面。

２００６年的一项统计［１１］表明，我国只办有１种科技
期刊的单位有２２５３家，办有２种科技期刊的单位有
３４１家，办有３种科技期刊的单位有１１１家。这３种
情况就占了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近７０％。

据另一项调查，在我国科技期刊中，员工人数在１０
人以下的占９３％，其中有６０．３％只有１～５人［１２］，单个

科技期刊的人员规模非常小。人员结构也不尽合理，以

全国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为例，编辑、经营和管理人员

的比例约为９∶１∶１［１３］，经营人员和管理人员非常少。
另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我国科

技期刊有６３３％的编辑部为非法人机构，有２１９％的编
辑部为法人机构，另有１４８％的编辑部没有这项数据［１０］。

由上面的这些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首先，从办刊体制来看，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基本

上是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主办的，科技期

刊出版单位大多隶属于某一主管单位。现实中，出版

并不是主办单位的主要业务内容，而只是服务于部门

利益的一种工具。相当数量科技期刊出版单位的责、

权、利并不明晰，科技期刊被当作单位的资源，缺乏自

主权。

其次，从一直延续的出版机制上看，目前的科技期

刊出版单位多为小而全的编辑部，人员规模和人员结

构不合理，却要完成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和经营管理

等各项工作，很多编辑部的人员往往是一人身兼数职。

由于经营性活动并非其主要工作内容，于是只有将大

量的精力放在科技期刊的内容组织和编辑加工上，发

行、广告和传播等出版业务几乎成为附属或者很少开

展，更没有精力考虑期刊长远发展或者拓展新的业务，

无法适应产业化发展的需求［１４］。这使得科技期刊的编

辑们没有感受到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甚至习惯

原状，不愿改变。在长期以来“部门所有”和“内容为

主”的出版体制下，很难让人看到经营的地位和作用；因

此，惯性思想支配下拒绝改变，选择观望和等待也就是

一种常态，这也是制约科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重

要原因。

２　编营分离是科技期刊改革的一种可行性方案

　　科技期刊出版与其他门类出版相比具有特殊性，
但其终究属于出版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游离于

出版业之外，更不可能长期与出版业的改革相脱节。

根据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基本要求，

无论是公益性出版单位还是经营性出版单位，都要深

化体制改革，只是改革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科技期刊

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所以，科技期刊管理工作者和

出版工作者一直在苦苦思索和尝试，谋划出路。在分

析和探讨科技期刊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编营分离思想

被提出并很快被公认是科技期刊改制转型的一种重要

的解决方案。

编营分离，是指内容编辑权和出版经营权相互分

离，编辑部门的内容生产独立于发行者、广告主、其他

社会利益团体等的利益倾向，以确保科技期刊作为科

学技术进展的交流载体、推广平台的纯洁性与公正性。

编营分离中２大主体看似“分离”，实则更紧密地“联
合”在一起，编辑者与经营者二者间的关系是相辅相

成的：编辑者“主内”，即生产者，是基础，重心偏向出

版的选题和策划，作用在于为出版质量和品质 “把

关”，并为经营者寻求市场空间和打造出版物“市场品

牌”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营者“主外”，即传播者，则主

要负责市场开发，为编辑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版

物打通市场销售渠道，极力打造出版物的“市场品

牌”，保证出版物在实现“社会效益”基础上创造出“经

济效益”，并为编辑者生产出版物的日常运转提供资

金保障。经营者不参与编辑者的采编任务，但其经营

范围要始终以出版物为平台，通过理念创新，不断打造

出以出版物为核心的“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主业突

出，辅业强劲”的出版产业链。同时，经营者在打造出

版物市场品牌时，势必对出版物进行造势宣传，这不仅

能为编辑者带来更多高质量的稿源，还能提高出版物

的社会认知度［１５］。

目前，科技期刊体制改革正处在一个举步维艰的

阵痛期，当改革的深入和推进遇到困境时，寻找“多元

化”发展模式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改革的主要矛

盾首先集中在关于科技期刊具有双重属性以及属性主

次的观点分歧问题上。

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认识问题的角度不

同。从科技期刊内容（包括内容的组织）的角度来看，

科技期刊特别是科技学术期刊属于科学研究的组成部

分，它的出版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而如果从科技期刊

出版的角度来看，排版印刷、广告发行等则属于经营活

动。如果科技期刊的体制改革能够引入“编营分离”

制度，即将内容（学术）组织和出版活动分开，经营者

不参与和干涉编辑者的任何采编任务，仅从出版的角

度来建立市场主体、面向市场经营，那么，分歧就不会

那样突出，甚至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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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另一个难点是目前我国科技期刊长期形成

的出版机制和办刊体制的现状。引入编营分离制度既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科技期刊编辑部原有的事业性

质，又实现了在激烈竞争态势下的利润和效率要求，是

在既有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推进科技期刊社继续深化

转型的较为理想的制度安排［６］。

“编营分离”思想可使主体经营者的地位更为突

出，市场目标更为明确，真正把科技期刊推向市场，参

与市场竞争，并以科技期刊为服务平台，不断拓展期刊

的服务功能，开发科技期刊的附属产品，最终形成科技

期刊出版的产业链，从而打破科技期刊原有的“竞争

力缺乏”“严重依附于主办单位”“远离市场”等计划经

济时代的本色，建立科技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

“编营分离”思想营造了更为和谐的内部环境，让经营

者更加集中精力考虑刊物的发展，让编辑者全力以赴

打造期刊“精品”［１５］。

由此可见，对于科技期刊改革举步维艰的２大根
源，无论是先天的属性分歧还是积累的惯性阻碍，“编

营分离”思想都被认为是一项较好的权宜之策，“编营

分离”制度的实施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可行性选择方

案，缓解科技期刊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切肤阵痛，是改革

艰难推进中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３　编营分离在科技期刊体制改革中的功能预期

　　编营分离确实能够很好解决改革中的部分困难和
回避改革中的阻碍，这一思路目前也越来越多地成为

传媒业界的共识；但它只是改革中一个较为理想的切

入点和突破口，并不是改革的万能钥匙。

第一，二权分离毕竟不像切蛋糕那样容易，谁主谁

次还是轻重均一，都需要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中的探

索；因此，实现编营分离要具体落实在体制设计、操作

和运作中，仍有许多具体问题亟待解决［６］。第二，编

营分离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期刊市场受众面窄、

出版经营活动不容易开展等这些科技期刊本质所决定

的客观问题；因此，在实施编营分离制度的基础上，国

家还应制订科技期刊近期、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科技

期刊的管理办法或条例，并建立相应的促进科技期刊

发展的配套政策。业内人士建议有如下这些具体

做法：

１）建议设立“国家期刊专项基金”，或以项目投入
的方式对非营利性科技期刊予以资金扶持，可以制订

统一的资助政策和办法，实行资助前评估，资助后考

核，强调公平、公正、公开。

２）发行费和上缴利税对非营利性科技期刊而言
是一项较大的支出。国外大都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

策，有的国家甚至对非营利性期刊不征税。这些做法

值得借鉴。

３）建议对国家各种基金资助的项目，明确要求其
成果论文在我国优秀科技期刊上首发，以助于科技期

刊抢占市场份额。

４）建议在完善相关法律和加强事后监管（追惩
制）的条件下，增强对科技期刊管理包括准入制度的

灵活性，以利于非营利性科技期刊出版资源的合理

调配。

５）版面费是目前非营利性科技期刊的重要收入
来源之一，因此，建议国家考虑使当前事实上存在的版

面费合法化，其数额由市场自行调节。此外，建议国家

在支持科研项目的资金中明确规定其中包括科研成果

的发表费用，等等。

４　参考文献

［１］　张品纯，苏婧．我国科技期刊体制改革形势分析［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２）：１２９１３２

［２］　赵大良．科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切入点
［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０９（１２）：４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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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庄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从攻坚到决胜：访新闻出版总
署署长柳斌杰［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００１０４（９）

［５］　王永亮，朱伟峰．柳斌杰：激情纵论新闻出版改革［ＥＢ／
ＯＬ］．［２００９０３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
１４６７７／２２１１４／３７７３４／３９０３５／２８０８３４９．ｈｔｍｌ

［６］　杨尚鸿，江杰．我国传媒集团资本运营面临的重要问题：
编营分离、无形资产运营和人才危机［Ｊ］．重庆工学院学
报，２００８，２２（６）：４４４６

［７］　刘振兴，陈运泰，曾庆存，等．关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纳入公益性
事业管理的建议［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５，１６（４）：４３７４３８

［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２００９
［Ｒ］．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２０１０
［Ｒ］．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郭玉，赵新力，潘云涛，等．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统计与
分析［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１８（１）：１４

［１１］科学技术部．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研究［Ｒ］．北京，２００６
［１２］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研究第二子课

题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研究［Ｒ］．北京，２００６
［１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２００７

［Ｒ］．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７
［１４］刘泽林，张品纯．我国科技期刊体制改革难点初探［Ｊ］．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４）：５９３５９５
［１５］林树文，杨小萍，刘新永．编营分离是文化体制改革下科技

期刊走向市场的必然选择［Ｊ］．科技与出版，２００９（１２）：９１１
（２０１００７１８收稿；２０１００８１３修回）

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