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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推进优先数字出版的问题及对策

吕赛英　王维朗　张　苹　陈移峰
重庆大学期刊社，４０００４４，重庆

摘　要　优先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
型过程中面临的新浪潮，国内学术期刊界给予了广泛关注和不

断实践。针对学术期刊推进优先数字出版中的一些问题和现

象进行分析和讨论：推行优先数字出版的必要性，如何增进作

者和读者对优先数字出版的认可，如何保护期刊优先版的版

权，如何引用优先版文献及其对期刊评价有何影响，如何协调

优先版本与正式版本数据冲突等。还提出了相应建议与对策，

以更好发挥优先数字出版的优越性，为学术期刊提升影响力与

打造品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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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使学术期刊的出版形

式、传播手段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代表出版业未来和方

向的数字出版，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全

世界数字出版业已渡过萌芽期与酝酿期，正进入高速

成长期［１２］。而学术期刊如何利用数字出版手段和技

术，转变意识与思维，克服传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应

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命题。近年来，优先数字出版为

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成为国际出版

潮流，如《Ｎａｔｕｒｅ》创办了“ＡＯＰ”（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创办了“Ｅｘｐｒｅｓ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创办了
“Ｏｎ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创办了“ＩｎＰｒｅｓｓ”［３４］。国内学
术期刊界也对其逐渐关注［５］，并进行了实践与探索［６７］。

利用优先数字出版可以促进期刊自身不断发展，

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国内学术期刊

真的有必要实施优先数字出版吗？如何获得作者与读

者的认可，如何保障优先出版的版权，如何标引优先出

版文献及其引用对期刊评价有何影响，如何避免优先

版与正式版间的数据冲突，等等。本文拟针对这些问

题进行分析讨论。

１　释解期刊发展难题，认识优先数字出版

　　近年来学术期刊存在的难题阻碍了其自身的发
展。主要表现如下。１）发表频率低，发表时滞长［８］。

出版滞后严重折损了研究成果的首创性、影响力和可

利用价值。２）内容极为发散。由于纸质期刊无法实
现针对需求进行出版，加之一些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出

版定位发散，读者定位困难，难以形成鲜明的出版特色

与品牌效应。３）吸引国际高水平稿源能力缺乏。据
统计，２００９年，按学科平均，期刊的外稿比为０．２％ ～
１３６％［９］。４）盈利模式不足。学术期刊较难有广告
收入，期刊定价较低，发行量较小。

期刊优先数字出版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的稿件为

出版内容，在印刷版期刊出版前，以数字出版的形式在

网络上优先发表文献［４］，具有较大的优势［９］，为学术

期刊解决发展难题提供了新的方案：１）大幅度提高出
版时效，可以按天出版；２）编辑更加容易把握读者需
求，可进行互动服务，定位出版；３）有利于吸引国际高
质量的稿件，编辑可直接了解国际研究热点和读者兴

趣；４）实现知识服务市场化，可以实现个性服务，单篇
文献定价。

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对优先数字出版未给予足够的

重视，还存在一定误区，也有一些担忧，从而尚未有真

正意义上的优先数字出版期刊；但学术期刊要打造品

牌和提升影响力，数字化是必经之路［１０１１］，因此，学术

期刊应当把握机会，创造条件把优先数字出版推向更

深入的层次，切实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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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建立多元畅通渠道，推广优先数字出版

　　学术期刊推行优先数字出版最终要得到作者的认
可和读者的认知：让更多作者理解、支持和信任优先数

字出版，以吸引高质量的稿件；让更多读者了解优先数

字出版，才可能点击、下载和引用，提升优先版文献的

传播效力和影响力。因此，较为关键的是建立多元畅

通的渠道。而实施优先出版的学术期刊一般都以一定

形式对其进行了宣传告知，但据笔者了解，往往告知的

形式比较单一，效力比较有限，很多学术期刊在其自办

网站、征稿启事、杂志封面上都没有对优先出版进行充

分介绍和说明，甚至有些推行优先出版的编辑都不甚

清楚，缺乏相关知识，作者对其了解更加有限，读者也

更难定制和使用优先出版文献［１２］。因此，建议加强对

学术期刊编辑的培训，使其熟悉并掌握优先数字出版

有关知识，成为优先出版的身体力行者和传播者，架起

优先出版与作者及读者之间的桥梁。

加入优先数字出版的学术期刊，其论文在“中国

知网”优先数字出版平台一经出版，国内外用户和读

者即可同步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总库、学术期刊

网等获取最新的文献。目前“中国知网”数字出版平

台有多个通道通向用户：各刊自己的互联网、手机出版

平台；期刊总库、学术文献总库的网络版与光盘版；各

行各业的知识仓库［９］等。但是，一般读者对这些通道

未必清楚和熟悉，因此，建议“中国知网”与编辑部合

作，共同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对优先数字出版的宣传

推广力度。

３　重视数字出版授权，保护优先出版版权

　　在数字出版中，版权保护是综合性的难题。数字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作品的复制、整合及传播变得更加

容易，而学术期刊的数字版权领域的法律问题主要集

中于授权环节。国家于２００１年便对《著作权法》进行
了修订，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除法律规定的

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

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

传播，否则将构成侵权行为［１３］。

据王淑华等２０１０年版权问卷调查结果，有５９％
的高校科技期刊没有与作者签订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协

议，１２％的期刊网站传播的内容没有获得作者的许可。
可见，学术期刊要实施数字优先出版应当高度重视数

字版的授权，要与作者签订《“中国知网”优先出版授

权书》，让作者先向编辑部书面授权，再通过编辑部向

“中国知网”授权，编辑部与“中国知网”签订《期刊优

先数字出版合作协议》［４］。

实施优先数字出版的期刊单位要处理好与作者、

网络数据库之间的关系，如与每篇文章的作者签订版

权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或版权转让合同，从而获得著作

权及其相关权利的使用权后，才能授权网站将其印刷

版的内容数字化并上网，以供读者付费下载。

４　统一优先版文献标引，合理评价期刊影响力

　　优先出版的文章一经出版，读者即可通过“中国
知网”数字出版平台查阅和引用。令人关注的是优先

出版的文章该如何引用？优先数字出版的每篇文章都

有唯一对应的数字目标标志符ＤＯＩ［１４］，其ＤＯＩ同时也
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章中，并永久不变。不同期刊对

优先数字出版文章的引用格式会有不同的要求：国内

学术期刊应遵循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
录规则》，可按照电子文献的格式著录，如按印刷版格

式著录，该文在“中国知网”收录出版后，“中国知网”

将自动将其参考文献链接到对应的优先数字出版文

献；国外英文期刊正式出版后则要加上卷或年和页码。

此外，在任何版本的文献引用中都应该保留和使用

ＤＯＩ，以便跟踪和搜索文献［１５］。

１）国外英文期刊的引用格式。
①《Ｎａｔｕｒｅ》的优先出版文献引用格式如下：
Ａｕｔｈｏｒ（ｓ）．Ｎａｔｕ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ｙ

ｍｏｎｔｈｙｅａｒ（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ａｔｕｒｅ×××××）
②其正式出版后的引用格式如下：
Ａｕｔｈｏｒ（ｓ）．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ｐａｇｅ（ｙｅａｒ）；ｏｎｌｉｎｅ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ａｔｕｒｅ×××××）
２）国内学术期刊的引用格式。
①优先出版文章按电子文献引用格式著录：
刘任庆．３Ｇ语音链路中自动增益控制模块的实现

和改进［ＯＬ／ＥＢ］．重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５０．
１１８１．Ｎ．２０１０１２１５．１１１４．００９．ｈｔｍｌ．

②正式出版后可按连续出版物析出文献著录：
刘任庆．３Ｇ语音链路中自动增益控制模块的实现

和改进［Ｊ］．重庆邮电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１）：７１７４．
此外，编辑部更为关心的是，优先出版文章的引用

是否对期刊的计量评价有效？如影响因子、总被引频

次等，国内外评价体系有不同的计量办法。对于被

ＳＣＩ数据库收录且实施了优先数字出版的学术期刊，
若优先数字出版的文章被引用，据 ＩＳＩ出版的《ＪＣ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给出的计量规则，其引用仅纳
入即年指标或总被引频次的计算，而不用于计算影响

因子，被引用的文章只有正式出版并被 ＩＳＩＷｅｂ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作为刊源被检索到时，该文章才能作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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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加入ＩＳＩ出版的 ＪＣＲ影响因子的计算中，其随后一
两年产生的引用才计入影响因子的分子［１５］。

经笔者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等的有关负责人沟

通得知，优先数字出版对期刊的引用影响不明显，读者

的身份变为作者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其发表的论文也

必须正式出版，才可能被计算。目前的计算基础是正

式出版的文献，即印刷版，并且影响因子、被引频次是

按年度计算的，如果优先出版的论文使用了优先出版

的电子文献格式，对其检索平台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即从参考文献无法链接到文章信息。当然，不管优先

版本的引用是否计入各类数据库的评价体系，但它对

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５　规范优先出版文献，协调与印刷版本的冲突

　　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往往以录用稿为出版内容，由
于录用稿没有经过编辑加工、润色与进行规范化处理，

文章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不能得到保证。这种以录用稿

为基础的优先数字出版，绝不能以损失质量为代价来

缩短文章发表周期和提升学术影响力，否则可能会得

不偿失。建议编辑部尽可能以完成编辑加工、排版、校

对后形成的清样稿为基础进行优先出版。这样，既确

保了优先版本的质量，又与印刷版本相一致，减少和避

免２个版本之间的冲突。当然，编、排、校会花费一定
的时间，但在优先出版文献量不算太大，以及编校一体

化、排版快速化的当今，所花费时间应该不会很长。

此外，文章正式出版并被“中国知网”收录后形成

的正式版与以录用稿为基础的优先版本相对独立地存

在于数据库中，这２种版本互不可见。究竟以哪个版
本为准，读者难以选择。建议在正式版本出来后，推荐

使用正式版本，并用正式版替换下优先版；因为正式版

本经过编、排、校后具有较高的质量，而优先版仅作为

备查使用保存于数据库中，以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也减

少了服务器的冗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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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学式编排的２种错误说法
　　在某编辑业务培训班印发的《讲义》中，关于数学
式编排有如下 ２种说法：１）公式应比正文文字小一
号；２）数学式转行时“＝”应排在下一行行首，并以
“＝”对齐。查阅ＧＢ３１０２．１１《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
的数学符号》，均未见有这些说法。

公式的字号，一般应与正文的字号一致。对于科

技期刊而言，在特殊情况下，如公式复杂且长度较长，

用与正文相同字号无法排版时，可以采用比正文字号

小的字符的变通排法；但将“可以”改为“应”，把“公式

另行排时，与正文字号相同”列入错误排法，显然是不

正确的。

关于数学式的转行，ＧＢ３１０２．１１明确指示：“……
最好在紧靠其中记号 ＝，＋，－，±，，×，· 或 ／后
断开，而在下一行开头不应重复这一记号。”如有需

要，也可在其他关系符号 ≈、≠、＞、≮等后断开。这
里并没有对“＝”给出特殊的处理方法，因此，“‘＝’排
在下一行行首，并以‘＝’对齐”之说是违反 ＧＢ３１０２．
１１的，也是错误的。 （褚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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