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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电子科技学刊》（英文版）的办刊实践，论述流
程语言国际化的意义和内容，探讨编委国际化和审稿国际化的

有效途径，介绍稿源国际化的做法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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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国际化受到关注始于上世纪末，２００２年引起
广泛重视。纵观１０年来数以百计的关于期刊国际化
的研究论文，以探讨英文版期刊的现状［１３］和国际化

理念［３４］居多。目前，科技期刊界更关心如何将众所

周知的国际化理念具体化、行动化、数据化，真正走出

一条中国英文版期刊国际化的办刊道路。令人可喜的

是，已有一些英文版期刊［５７］，虽然为数不多，但它们

先行一步，探索了英文版期刊国际化的一些成功检验，

值得学习和借鉴。本文根据《电子科技学刊》（英文

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ＥＳＴ）近几年来的实践，介绍 ＪＥＳＴ国际化的具体举
措，探讨英文版期刊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１　流程语言国际化

　　期刊语言国际化是期刊国际化的先决条件。ＥＩ
数据库将英文载体（论文）作为期刊遴选的标准之

一［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频频看到“英文期刊要先

行”“努力创办英文期刊”等呼吁。

诚然，以英文作为期刊的出版语言是语言国际化的

前提，但不是全部。期刊语言国际化应该是期刊流程语

言的国际化，包括出版语言、编辑的专业语言能力、期刊

的编排规范、论文评审内容和标准、作者—编辑—审稿

人之间的通信、作者和审稿人了解刊物的渠道，以及期

刊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等等。本章结合ＪＥＳＴ的做法，讨
论流程语言国际化的具体内容与建设。

《ＪＥＳＴ》创刊即为英文版期刊，具备了语言国际化
的先天基础。最初几年其稿源几乎１００％来自国内高
校和科研院所，聘请的审稿专家也清一色为国内同行

（起初甚至是一所高校的同行）。在这个期间，其生产

流程除稿件的编辑和刊物的出版是英文外，其他环节

均为中文，与中文版期刊无异。几年后，《ＪＥＳＴ》开始
收到海外作者的稿件，有些作者的母语甚至不是中文。

与此同时，《ＪＥＳＴ》也越来越意识到国内同行评审的弊
端和局限性，开始思考国际化的一系列问题。

２００８年，《ＪＥＳＴ》启动流程语言国际化建设。首先
推出的是具有国际化风格的《ＪＥＳＴ》模板（英文）。模
板内容涉及论文编排处理的所有要求，包括格式编排、

摘要、数学格式、图表处理、语言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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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等。可以说，该模板不仅为作者提供了板式处理的

帮助，而且也是作者写出一篇好论文的有用参考。随

后，我们又拟定了与国外一流期刊类似的英文审稿邀

请和评审标准，其中审稿邀请函按国际惯例包括了要

求审稿人必须遵守的义务等内容，如“评审人有权向

《ＪＥＳＴ》报告这篇论文有一稿多投、伪造数据，或剽窃
之嫌”，“根据《ＪＥＳＴ》规定，在审论文的所有内容均是
机密的，不得与他人分享。评审人不得将未出版论文

的内容用于自己的研究或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

评审标准的内容涉及论文的５大类１５条５５个选
项评价和处置结论，以及具体评论栏目，其中评审处置

结论分６种情况区别对待，体现了评审人和刊物对作
者负责的职业态度：１）全文录用；２）修后录用；３）修后
再审；４）拒稿，质量不高，缺乏新意；５）拒稿，鼓励修后
再投；６）拒稿，论文有严重的缺陷。

之后，《ＪＥＳＴ》陆续实现了作者—编辑—审稿人之
间的各种通信信函的英文化，包括对作者的投稿咨询、

收稿回复、评审后的综合处置报告、论文录用通知等，

对审稿人的邀请咨询、推荐咨询、邀请接受致谢函、催

审函、评审致谢函，以及特邀论文邀请函，等等。

２００９年初，《ＪＥＳＴ》开始建设英文网站，为读者、作
者、评审专家提供了解各种信息的渠道。网站内容包

括刊物特色新闻、综合介绍、编委会信息、审稿专家信

息、过刊论文下载、作者须知、写作指导、在线投稿等。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ｌｊｅｓｔ．ｃｏｍ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开通。
至此，《ＪＥＳＴ》完全实现了流程语言国际化。虽然

这项工作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但对期刊的国际化

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它不仅实现了编辑与（海外）

作者、编委、审稿专家、读者的无障碍交流，更有利于提

升期刊的学术形象，推动刊物的编委国际化、审稿国际

化和稿源国际化，迅速显现刊物的国际化效应。例如，

《ＪＥＳＴ》网站开通１年多以来，海外流量超过６０％，海
外浏览者遍布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２　编委国际化

　　编委国际化被列为世界一流期刊的特征之一［８］。

对高校英文版期刊而言，实现编委国际化看似容易，事

实上，要做到名副其实并非易事。大家知道，国内知名

高校均有若干海外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不少期刊的

国际编委就是由这些学者构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这些学者多数是不作为编委，编辑部没有或无法与

他们建立良性的工作关系。《ＪＥＳＴ》编委国际化旨在
聘请名副其实的国际编委。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方面

提供支持，比如物色新的国际编委，评审合适数量的论

文，协助举办国际会议，担任客座主编，接受特别约稿，

为提升刊物国际影响力提供建议。

《ＪＥＳＴ》的经验表明，参加国际会议是物色并聘请
国际编委的有效途径。２００９年８月起，我们参加或协
办了近１０次国际会议，借助会议平台，结交会议特邀
嘉宾和主题演讲专家，向他们介绍《ＪＥＳＴ》的情况，表
达邀请意向。在１年半的时间里，以这种方式成功地
聘请了１４位海外编委。这些编委有的已经为刊物撰
写了特邀论文或推荐了新的编委，有的正在担任刊物

２０１１年专辑的客座主编、２０１１年主办的国际会议主席
或主题演讲专家。另一种有效的方式是邀请知名审稿

专家加盟编委会，２０１０年我们以这种方式成功地聘请
到了以色列和意大利的２位教授。

到目前为止，《ＪＥＳＴ》聘请的１８位海外编委分别
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以色列、澳大利亚、新加

坡、印度，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构成了阵容强

大、分布合理且务实的编委会。

３　审稿国际化

　　论文评审的组织是衡量期刊水平的重要标尺。如
何聘请审稿人，最常见的做法是在“有限范围内”邀请

“同行”，因为编辑比较熟悉有限范围内的熟人。结果

是，熟人受邀，盛情难却，不得已给出这样的评审报告：

该文研究什么什么（简单复述摘要内容），建议录用

（或不予录用）。显然，以此决定论文是否录用不具任

何说服力。究其原因，审稿人只是学科上的“大同

行”，而不是论文涉及领域的“小同行”，即专家；因此，

论文评审应该跨出地域局限，在世界范围内聘请专家，

开展国际化审稿。编辑则应该熟知聘请专家所必需的

流程和遴选专家的有效途径。

开展国际化审稿首先要编制与国际评审规范一致

的评审内容或标准，同时要求与审稿人的所有通信使

用地道的正式函件（咨询函、邀请函、答谢函等）。这

些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国际化，对成功地邀请审稿专家

和树立刊物的国际化形象具有实际作用。比如，国际

规范的评审标准不会有“国际先进”“接近国际水平”

（更不会出现“国内先进”）的提法。

审稿国际化最重要的工作是邀请海外审稿专家。

一些文章认为审稿国际化要建立海外审稿专家数据

库［３，９］。问题是数据库内的专家怎样与待审论文匹

配，如前所述，不能简单地“同行”，如果这样，海外受

邀人一般都会拒绝邀请。邀请审稿专家行之有效的方

法是从待审论文所引的文献中发现合适的审稿人。

早在本世纪初，《电子学报》和《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就介绍了这一成功的做法［５，１０］。这种做法

的难点是搜寻参考文献作者的联系方式。《ＪＥＳ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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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以下途径搜寻文献中专家的函件地址：下载参考文

献的全文查阅，借助Ｇｏｏｇｌｅ搜寻文献作者的个人简介
或网页，通过文献作者单位网站查寻。如此搜寻审稿

专家的方式有２点需要注意：一是所选文献最好是近
５年内发表的，过于久远，其作者可能已经从事其他方
向的研究或其函件地址已变更；二是要确认文献中哪

一位作者具备评审人资格（学位或职称）。这种以参

考文献的作者为邀请对象，所邀请到的海外审稿人均

是从事相同研究方向的真正的专家，受邀专家熟悉问

题的国际前沿动态和具体研究方法，对待审论文有绝

对的发言权，给出的评审意见具体、严正，且能切中要

害。例如，在《ＪＥＳＴ》邀请的专家中，南洋理工大学研
究ＦＦＨ／ＢＦＳＫ的国际知名专家ＴｅｈＫａｈＣｈａｎ博士（副
教授）对所审论文给出的综合意见为：

“总体而言，该文写得很不错，尽管有一些明显的

语法错误。作者的贡献是边际的，虽然分析的第一部

分基本来源于现有文献，然而第二部分是相当新的，文

中报道的数值结果非常有趣且对系统设计师有参

考价值。”

美国波士顿大学 Ｍｄ．Ａ．Ｋｈａｎ博士在给编辑的
参考意见中写道：

“我认为这篇论文非常有趣，适合发表。然而在

录用之前，评审中所提及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

该文就显得差了些，尽管其思想是好的。”

《ＪＥＳＴ》近２年来的实践表明，以地道的正式函件
和符合国际一流期刊风格的评审报告，邀请同一研究

方向的海外审稿专家，邀请被接受的概率较高，而且以

相同内容和方式邀请国内的审稿专家也非常有效。究

其原因，我们认为这样的邀请体现了刊物的严谨性和

编辑的专业性，提高了刊物的形象，更反映了刊物对受

邀专家的尊重，因而容易得到受邀专家的接受。２０１０
年，《ＪＥＳＴ》百分之百地采用这种方式邀请审稿人，海
外审稿率达７８％，审稿人分布于全球２５个科技发达
的国家和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专家大多会指出论文的语言

问题或予以一一纠正，他们负责任的评审意见更受到

作者的尊重和高度重视，对作者的论文水平和课题研

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有的作者甚至为此致电表示赞许

和感谢。

４　稿源国际化

　　稿源国际化是期刊国际化的核心，也是人们关心
最多的问题。郑芹珠等就稿源国际化问题介绍了一些

刊物的成功经验并总结了若干有效途径［１１］，其中指出

“组织特刊也是扩大稿源一个比较好的形式”。我们

的经验表明，聘请专家担任专辑的客座主编可以吸收

到海外论文。２００８年《ＪＥＳＴ》出版了２期专辑，当年海
外论文比达２３．５８％；２００９年出版了１期专辑，海外论
文比降至１０％。由此可见，专辑这种形式是解决海外
稿源的权宜之计。

５　结束语

　　实践正在表明，踏踏实实地做好上述３项工作，即
流程国际化、编委国际化、审稿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

促进期刊稿源的国际化。《ＪＥＳＴ》花了整整２年时间，
投入财力和精力，为稿源国际化不懈努力。功夫不负

有心人，我们迎来了 ２０１０年的收获：海外投稿占
３８４８％（得益于《ＪＥＳＴ》网站６０％海外流量的贡献），
编委投稿（含特邀论文）占 １３．８５％，审稿人投稿占
６５５％。海外投稿量的显著增加，极大地改善了录用
论文的质量和分布。２０１０年发表的海外论文比达到
４９．２５％，使《ＪＥＳＴ》基本具备了国际化期刊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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