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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现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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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先数字出版是加快学术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
版转型的一种有效途径。以２００８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所收录的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为调查对象，对这些期刊的

优先数字出版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改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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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数字出版是以数字出版方式（如通过互联

网、手机、光盘等）提前出版印刷版期刊录用的稿件，

在国内期刊自建网站上常用“在线预（或优先）出版”

表述。自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中国知网在国内率先启动
“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以下简称“中

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ｈｔｔｐ：∥ｃａｊ．ｃｎｋｉ．ｎｅｔ／）以
来，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我国期刊界同人讨论的热

点［１９］。至今利用该平台优先出版的期刊已有９７０多
家［１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１１１２］。

期刊网站在宣传推广期刊，加强编辑、读者、作者

及审者之间的交流，提高编辑部工作效率，扩大文献信

息传播和服务的范围及深度，进一步增强期刊的影响

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为适应网络时代与数字化出

版的趋势，国内各类期刊编辑部都已经意识到网站建

设的重要作用，并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网站，有的

还启用了稿件在线处理系统。据统计，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我国已有少部

　　“内容为王”是媒体永恒的生命。自媒体在某些方
面如时效性、多样化显示出优势，同时在观点的明确阐

述、思想的深度表达上与传统媒体比较尚嫌不足。以刊

名命名的各类自媒体的规范、良好应用，能够形成一定

的品牌效应，扩大医学期刊的影响力，进而会对吸引高

质量的稿件，维系读者忠诚度有进一步的贡献。目前以

纸媒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我国医学期刊需要与时共进，在

保持内容优势的条件下，利用自媒体发展带来的契机，

拓宽传播形式，向多媒体方向靠拢，让期刊信息赢得更

多关注，以创造并传播更多的具有高附加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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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技期刊通过其自建网站实现了在线预出版（包括

发布最新录用稿件和下期稿件），有些期刊网站超前１
期发布已有正式页码的期刊目次、摘要和全文，还有一

些期刊网站发布已录用但还未正式排版（尚无正式页

码）的待发表稿件的目次、摘要和全文［１３］。

为了解２００８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收
录的１２０家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现
状，笔者通过互联网和搜索引擎对这些期刊利用“中

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实现优先数字出版、在自建网

站上实现在线预出版进行调查与分析，并就相关问题

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为学术期刊实现优先数字出版

提供参考。

１　调查方法

　　调查时段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在中国知网的“优先出版期刊导航”［１１］上按照刊

名进行检索，如果检索到，表明该刊与中国知网（中国

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签订了优先数字出版合

作协议，该刊定稿的稿件可择优在“中国知网优先出

版平台”优先出版。

使用百度、谷歌、搜狐等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按照

刊名或主办单位进行搜索，访问期刊网站，记录期刊利

用自建网站（不包括使用大型期刊数据库服务商提供

的期刊网站）发布最新录用稿件、下期稿件等实现在

线预出版的情况。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利用“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实现优先数字出
版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有３４家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
已与中国知网签署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合作协议，其中

有１８家期刊尚未在“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上优先
出版定稿的稿件，使用“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实现

优先出版的期刊只有 １６家，占调查期刊的 １３３％。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数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编辑

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优先数字出版的作用和价值，因

而还没有认可和支持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对于没有

有效开展优先数字出版的编辑部，可能是缺乏懂得数

字出版和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才。

２２　利用自建网站实现在线预出版状况分析　在调
查的１２０家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中：尚未建立自己独
立网站的期刊共１３家，占调查期刊的１０．８％，其中有
５家期刊启用了中国知网提供的期刊门户网站；有自
建网站的期刊共１０７家，占８９．２％，其中能同时实现
作者在线投稿／查稿、专家在线审稿、编辑在线办公的
期刊有７０家，占调查期刊的５８．３％；因此，从总体上

来说，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的办公网络化程度较高，半

数以上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说明综合性科技核

心期刊普遍重视期刊的网络化建设，这为期刊编辑部

（含期刊社，下同）实现网络在线预出版提供了平台和

技术支持。

利用自建网站实现在线预出版是指学术期刊将录

用定稿的单篇稿件或整期稿件通过本刊网站优先出

版，因此，学术期刊可以在自建网站上比“中国知网优

先出版平台”更优先出版论文。在线预出版的形式有

几种，主要分为在编号、目次、摘要和全文４个不同层
次实现在线预出版。在１０７家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的
自建网站上实现在线预出版的期刊仅有９家（占有自
建网站期刊的 ８．４％）：提供最新录用稿件编号的有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等２家，超前１期提供下期稿件
目次和摘要的有《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仅提供最新录用稿件的目次和摘要的有《华南理工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３家，提供最新录用稿件的
目次、摘要和全文的有《科学通报》等３家，在线预出
版稿件的目次、摘要和全文的有《中国科学·Ｇ辑》等
３家。其中《中国科学·Ｇ辑》网站上仅在线预出版２
篇稿件（提供了ｄｏｉ），《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网站上发布的预印本目次仅有几篇稿件，估计是这２
家期刊在试用在线预出版功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的网络预印版没有出版２０１１年之后投稿且已定稿录
用的稿件，可能是该刊不再继续出版网络预印版。因

此，从总体上来说，大部分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未能充

分认识和利用网络的及时性优点，在自建网站上尽早

发布科技成果。

３　思考与建议

３１　充分利用“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实现期刊的
优先数字出版　“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是编辑部
自主出版平台，可以自行独立操作，随时随地进行出

版，统一在中国知网上发布。该平台目前提供单篇定

稿出版、整期定稿出版 ２种优先出版模式。论文在
“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一经出版，国内外用户和读

者即可同步在中国知网所提供的１０种数字通道获取
最新文献［１］。与现在印刷版期刊在印刷１个月之后才
上网相比，“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的出版速度快，

出版方式灵活，发行范围更广，可大大缩短从成果形成

到读者获取之间的时间，还提供了专业的文献检索、知

识挖掘、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技术，为科研人员快速获

取第一手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创造条件［５］。优先出

版的期刊名称与印刷版期刊相同，其编辑单位是期刊

编辑部，出版单位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９６３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４卷

志社。

对于已与中国知网签署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合作协

议的期刊，如果因人手等条件限制不能实现单篇定稿

出版的，可以在每期编辑排版结束提交印刷厂印刷的

同时，将论文提交到“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平台”以整期

定稿出版方式实现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这样可以使

论文上网时间至少缩短１个月。如果编辑部能以单篇
定稿出版方式实现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那么论文上

网到与读者见面的时间还会更早。

３２　重视并使用期刊自建网站实现优先数字出版　
将最新录用稿件或下期稿件的目次、摘要、全文在线预

出版，既可以防止论文重复发表，提高科技人员的文献

查新量，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以为优秀稿件抢国际首发

权开通了一条绿色特快通道，扩大期刊读者面，进而提

高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即年指标等期刊评价指标。近

年来，国际上一些著名学术期刊（如《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
ｔｕｒｅ》）和出版商（如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均采用了优先
数字出版模式：选择部分定稿和采用的论文在纸质版

出版之前在自建网站上优先出版，供读者阅读或下载。

在国内，《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最早于

２００９年通过其自建网站在线优先出版审定通过且达
到学报正式出版水平的论文，同时将这些论文上传至

中国知网以单篇论文为单位、以ＰＤＦ文档形式在线优
先发表，有效缩短了出版时滞，促进了最新成果的快速

交流。

调查中发现，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发的部分综合性科技核心期刊网站，虽然已启用

“最新录用”（有２３家期刊）和“下期目次”（有１８家期
刊）功能，但因编辑部不够重视以及缺乏专人操作和

维护，这２种功能基本上只成为一种摆设，还没有发布
相应的稿件，让人觉得这些功能总处于试用阶段。

现以《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稿件在线处理系统为

例，将下期稿件和最新录用稿件发布到自建网站上的

步骤如下：

１）在“编辑中心”点击“系统导航图”，选择“组版
管理”→“刊出后处理”，进入“刊出后处理”界面。
２）在“刊出后处理”界面点击“选择整期稿件发布

到Ｊａｖａ版本的网刊”，选择年度、期号和“下期目次”
后，点击“发布到网刊”，即可将该期稿件作为下期目

次发布到网刊系统；在“刊出后处理”界面点击“选择

最新录用稿件发布到Ｊａｖａ版本的网刊”，然后点击“查
看发布稿件”，选择最新录用的稿件（即在稿件编号前

打上√）后点击“发布到网刊”，即可将最新录用的稿
件发布到网刊系统。

３）登录网站后台维护系统，点击“网刊管理”之下

的“年卷期列表”，在右侧选择年度、期号后，点击“发

布”并选择“下期”，即可将该期稿件作为下期目次发

布到网站上，最后点击右上角的“生成全部文章摘

要”，完成下期稿件和最新录用稿件的发布（在网站上

发布稿件的目次和摘要）。

如果还要发布每篇稿件的全文，则需要在网站后

台维护系统中逐一上传每篇稿件的ｐｄｆ或ｗｏｒｄ文档。

４　结束语

　　优先数字出版是加快学术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
出版转型的一种有效途径，是期刊出版技术手段的又

一次革新，是出版传播途径的扩展和延伸，可以大大提

升传统期刊出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我国学术期

刊编辑部应充分发掘和利用网络的各种优势，积极、主

动地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增强

吸引优秀稿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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