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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开放获取大有可为
———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联合期刊”为例

吴　岩１
）
　李海兰２

）
　毕淑娟３

）
　罗艳芬１

）
　黄春晓１

）

１）《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和《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编辑部；２）《材料研究学报》编辑部；３）《金属学报》编辑部：１１００１６，沈阳

摘　要　根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联合期刊”实际发展

状况，介绍“联合期刊”开放获取出版现状，通过分析开放获取

对期刊影响力的促进作用，认为科技期刊应积极投入到开放获

取出版运动中，最终实现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开放获取；学术期刊；“联合期刊”；出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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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期刊是继“数字化期刊”

和“网络化期刊”后出现的新型出版模式［１］。在我国，

开放获取期刊绝大多数是由传统期刊转型而来的，随

着期刊社由传统的作业方式向网络编辑出版的转变，

为了提高期刊影响力及提供更好的读者服务，一些期

刊社开始实行开放获取政策，在继发行印本期刊的同

时，通过建立网站或加入开放获取期刊门户开放全部

或部分的期刊内容。

笔者根据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特点，结合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主办或承办的６种学术期刊开放获取

出版实践情况，探讨国内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策略。

１　开放获取对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作用

　　早在２００４年底，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主办或承

办的学术期刊《金属学报》、《金属学报》（英文版）、《材料

科学与技术》（英文版）、《材料研究学报》、《中国腐蚀与

防护学报》和《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以下统称为“联合

期刊”）便以信息化建设为契机，进行资源整合，实施规

模化运营，成立联合编辑部，开发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期刊编辑出版网络联合技术平台。与此同时，利用

北京玛格泰克网络期刊发布与管理系统，投入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制作开放获取全文，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将过刊对读者实现完全免费开放，迈出了开放获取的第

一步。截至２００９年底，“联合期刊”已全部完成过刊回

溯上网工作，甚至完成了回溯至创刊号的工作，论文总

量超过２万篇。读者只要登录到“联合期刊”中的任一

期刊的单独网站，就能很方便地检索到他所关注的研究

热点的收录情况，免费浏览下载相关论文。

在科技期刊评选指标中，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是

最为重要的２个引证指标。表１和表２列出了“联合期

刊”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ＣＪＣＲ）

的统计结果，其中，“联合期刊”中有２种期刊（《材料科

学与技术》（英文版）和《金属学报》）被ＳＣＩ收录，这里也

分别列出其在ＳＣＩＪＣＲ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联

合期刊”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期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尤其是《材料科学与技术》（英文版）和《中国腐蚀与防护

学报》的引证指标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由于期刊引证指标发布的滞后性以及“联合期刊”

的开放获取实践时间还相对较短，因此，开放获取对每

种期刊的引证指标的影响作用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开

放获取可以起到明显的提高期刊显示度的作用应是确

凿的。程维红等［２］的研究结果表明，约有６０％以上的

办刊者认可期刊实现开放获取可扩大读者群，扩大期

刊的国内外显示度，有效提高期刊引证指标，加快科技

成果的传播速度。

与传统的纸质期刊相比，开放获取期刊克服了前者

由于定购数量少而引起的访问限制，大大提高了期刊的

传播范围，扩大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学术论文出版的

目的在于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开放

获取显而易见地成为了提高论文影响力的优选模式。

在“联合期刊”编辑出版网络平台上，开放获取带来

的明显优势就是刊物全文的阅读浏览量比传统纸质期

刊明显增加。据统计，自网络平台创建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底，“联合期刊”的总访问量超过１５０万人次；同时，在

２０１１年当年刊出的论文统计结果中，以《金属学报》为

例，篇均年下载量超过４００次／（篇·ａ），远远超过该刊

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上即年下载量（４１次／（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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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联合期刊”的影响因子犆犑犆犚／犛犆犐犑犆犚统计结果

刊　名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金属学报 ０．６５２／０．４１４ ０．７４７／０．４４９ ０．７４５／０．４７４ ０．７２２／０．４８３ ０．７／０．４８２

材料科学与技术（英文版） ０．１８２／０．３８４ ０．２８３／０．４６８ ０．２９５／０．８６９ ０．４５１／０．８２８ ０．２３９／０．７５９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 ０．３７ ０．５０ ０．５５７ ０．５６９ ０．７１１

金属学报（英文版）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７ ０．２２２ ０．２３１ ０．２１８

材料研究学报 ０．６０６ ０．６６４ ０．５６ ０．５１９ ０．５１６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 ０．２０６ ０．６６４ ０．３８１ ０．２８ ０．３３８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联合期刊”的总被引频次犆犑犆犚／犛犆犐犑犆犚统计结果

刊　名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金属学报 １６４６／７９２ １８９６／９２８ １９１２／９７５ １９６０／１０３８ ２１８１／１０４５

材料科学与技术（英文版） ３０７／５７４ ３４０／６６９ ３６４／８１３ ４６６／８８６ ６３９／１０２５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 ３６８ ４１０ ４７４ ５９７ ６９０

金属学报（英文版） １３７ １４６ １４９ １７０ １１１

材料研究学报 ６８６ ８１３ ８００ ７５７ ６８９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 ３２６ ３９６ ５００ ４９１ ５６４

可见，开放获取极大地提高了期刊的下载率及读者访问

量，促进了学术信息的交流。

据文献［３］报道，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ＩＳＩ）统计了

１２年来收集的横跨所有学科的１４００万篇文章，以了解

开放获取所带来的影响力的增长情况。结果发现，实行

开放获取的论文，其引用率比同学科的非开放获取文章

高。由此可见，开放获取能够显著提高科技论文的影响

力已是不争的事实。

２　“联合期刊”开放获取时滞的选择

　　目前，国内开放获取期刊在开放全文的时滞上分为

超前、现刊和滞后开放３种。据统计
［４］，与２００７年相

比，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协所属期刊发布“超前”和 “现刊”开

放获取全文网站所占比例均有增加，而“滞后”１～１２个

月，甚至１年以上全文开放的期刊比例也有所增加，但

幅度不大。这２种截然不同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所

得结果反映出办刊者对开放获取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前者认为，开放获取可有效地缩短论文出版发表周期，

加快科技期刊信息的传播，提高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

响因子等引证指标；后者则担心开放获取会影响期刊印

刷版本的发行量和发行收入。

实际上，“联合期刊”作为非营利性的科技期刊，其

国内外的发行量都比较低，尤其是近些年随着网络技术

的迅速发展，人们阅读习惯相应有了很大的改变，方便、

快捷的网络版几乎成为了首选，因而印刷版本的发行量

更是急剧降低。这样看来，“联合期刊”可不必像技术类

和科普类刊物那样考虑开放获取之后订阅发行量可能

会下降的问题，相反，更应该注意到开放获取使期刊的

出版周期缩短，提高了学术交流的实效性，从而使得期

刊的影响力的各项指标得以提升。这应该成为学术类

期刊最为关注的重点。因此，基于以上原因，“联合期

刊”可不必顾虑开放获取的时滞问题，实行超前和现刊

开放获取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为了缩短期刊的出版周期，一些国外开放获取出版

平台实行了“在线预出版”制度：一种为已经过同行评议、

被期刊接受、未经正式排版的文章，称为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Ｐｒｅｓｓ、

Ｏｎｌｉｎｅ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等；另一种为在线提前出版（已

正式排版，印刷版本尚未出版的文章），称为Ｏｎ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

ＯｎｌｉｎｅＥａｒｌ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等
［５］。一般认

为，文章在线日期即为正式出版日期，每篇文章都有一个

唯一的ＤＯ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标志符
［６］，标示于在

线发表以及印刷版本的文章中，永久不变。

借鉴国外期刊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从２００９年开始，

“联合期刊”实行“超前”和“现刊”２种联合开放获取模式。

对于“超前”的开放获取模式，读者进入“联合期刊”

的任一单独网站，在《最新录用》栏目下即可浏览下载实

行“超前开放获取”的文章的目次、摘要和全文，这些论

文都是经同行评议并被接收的，尚未确定具体刊出日

期。提前开放获取发表的文章均是未经正式排版的，但

是论文的整体结构和格式体例基本符合国家标准和规

范。这些论文的出版刊期等可能会与正式印刷出版物

版本稍有差异。实行“超前开放获取”的每种期刊均优

选出创新性较强、学术交流价值较高的若干篇论文，基

本上做到随时定稿随时发布。其中，《金属学报》于２０１０

年通过科学出版社申请了ＤＯＩ的前缀，为每一篇论文

配置ＤＯＩ码，给这些提前开放获取的论文能够顺利地

被引用提供了保障。“联合期刊”中的每种期刊均没有

实现整本期刊的超前１期甚至几期的全文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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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刊”开放获取模式，其时间是在稿件发排出

胶片的同时，在出版时滞上虽稍有提前，但也仅仅比正

式纸质出版物提前１～２周出版；因此，确切地讲，“联合

期刊”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获取出版，仅仅是

开放获取模式与传统出版模式融合共存的状态。

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

者选择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普遍因为国外期刊的发表

时滞非常短，而国内绝大部分科技期刊发表时滞均相对

较长，多的高达１年甚至２年，这严重影响了论文信息

的实效性和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效率。作者发表科研

成果时所关心的是期刊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通常会选

择本领域内具有较高声誉的期刊，以便使其研究成果尽

可能快速、广泛地被同行认可。而开放获取这一出版模

式可最大限度地提高期刊文献的可获取性，扩大期刊的

学术交流范围，加快期刊进入学术交流领域。“联合期

刊”所采取的“超前”和“现刊”２种联合开放获取模式，正

好能够迎合研究者的这一重要需求；而从办刊者的角度

来看，这能够使期刊获得更多的高水平论文，相应地能

够提高期刊的整体学术质量，促进期刊的发展。

３　开放获取对发表周期的影响

　　据统计，“联合期刊”的论文实现部分超前开放获

取后，论文的发表时滞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发表周期

明显缩短。由于“联合期刊”各刊的刊期不同，《金属学

报》（英文版）、《材料研究学报》、《中国腐蚀与防护学

报》、《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为双月刊，《金属学报》和

《材料科学与技术》（英文版）为月刊，因此开放获取对

论文发表时滞的影响略有不同，相比而言，对双月刊的

影响稍大。例如：《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双月刊）单

篇论文的发表时滞最多的可缩短７个月以上，因该刊

发表周期始终比较长，在１０～１２个月，故实现部分超

前开放获取对缩短发表周期的效果比较明显；而《金属

学报》（月刊）的发表周期可由传统纸质期刊的７．５７个

月缩短到网络预发布的２．４４个月
［７］，缩短了近５个

月，极大地提高了论文的时效性。

期刊发表周期的缩短对于吸引优秀稿源的作用是

很大的，从期刊的发展角度来讲，可提高期刊的质量，

提升期刊的整体竞争力。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联

合期刊”均为学术期刊，而学术期刊所载的信息，具有

创新性、研究性和独创性的特点，一经发布便会产生独

特的社会价值。期刊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时效性的增强

对期刊的发展尤为重要。其中，学术期刊的时效性在

某种程度上对期刊质量的提升有着直接的影响，期刊

学术成果传播速度快，对期刊论文的被引和他引等影

响因子指标均有积极影响。

４　“联合期刊”的开放获取平台建设

　　期刊实现开放获取可利用多平台操作，除在自建网

站上实现开放获取外，还可以在学科信息网上实现。２０１０

年底，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创建的“材料期刊网”

（ｗｗｗ．ｊｍ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为“联合期刊”的开放获取创造了更

加有力的技术平台。该网是中国材料、冶金领域首家研

究与信息交流服务平台，涵盖了材料领域所有的热点范

围，网站专门开辟了《最新录用》栏目，实现论文“超前”开

放获取以及多个专业频道将现刊和过刊开放获取，目前

收录了“联合期刊”发表的所有过刊，它还将积极地吸引

国内外材料和冶金类优秀期刊加盟，拟通过走规模化路

线，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扩大网站的知名度。

５　结束语

　　期刊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期刊的可持续性发

展，期刊的可持续性发展必然涉及期刊发展所必需的经

济支撑。期刊实现开放获取后势必造成期刊的经济收

入下降，而持续、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确保期刊的可持

续发展。目前，“联合期刊”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作者

支付的论文发表费，同时，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作为

“联合期刊”的主办和承办单位也是坚实的经济后盾。

为了弥补纸质期刊发行量降低带来的经济收入的降低，

“联合期刊”目前的策略是适当提高论文发表费，但这仅

仅是权宜之计。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联合期刊”的实

际情况，寻找适合我们发展所需的道路，不断推进开放

获取出版进程，最终实现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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