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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学》的

交互式开放存取办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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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欧洲地球科学联盟（ＥＧＵ）的刊物《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ＣＰ，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学）的办刊
模式进行了探究。通过对《ＡＣＰ》模式运作流程的分析，总结出
其特点和成功的原因。《ＡＣＰ》在创刊初始就采用了开放存取
（ＯＡ）的出版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全世界首次创立了“交
互式开放存取”和“二阶段出版”的办刊程序。《ＡＣＰ》模式对
我国期刊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学》；交互式开放存取；二阶段
出版；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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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环境和气候变化问
题的日益突出，大气科学成为地球科学中最为活跃的

分支学科之一［１］。据统计，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地学领域
论文被引用最多的前２５位科学家中，从事大气物理学
研究的占 １０位，大气化学的占 ６位，气候学的占 ２
位［１］。在国际上，大气科学（气象学）类学术刊物的发

展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

２００１年，欧洲地球科学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在德国创办《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ＣＰ）。２００２年，《ＡＣＰ》的 ＪＣＲ影响因子仅
为０７１４，到２００５年它成功跃居ＪＣＲ当时收录的大气
科学（气象学）类 ４８种期刊影响因子排名第 １位
（３４９５）［２］，并在环境科学的１４４种刊物和多学科交
叉的地球科学的１３１种刊物中名列前茅。２００５年以

后，它仍持续快速增长，到 ２０１０年影响因子已达到
５３０９，远远超过气象界的一些老牌名刊，引起全世界
大气科学（气象学）界学者的高度关注。

《ＡＣＰ》在短短数年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
“交互式二阶段ＯＡ”办刊模式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
个模式与普通ＯＡ相比有什么特点？其成功的秘诀是
什么？《ＡＣＰ》模式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大气科学以

及其他领域的学术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１　《ＡＣＰ》出版模式运作流程

　　《ＡＣＰ》采用的是 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ｗｗｗ．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
ｏｒｇ）网上出版系统在线接收投稿。接收的稿件先进入
初审（入门评审）和初校，大约１周后，未被拒绝的稿
件直接进入网上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ＡＣＰＤ）发表。这个网络版《ＡＣＰＤ》也是
一种正式刊物，有自己独立的 ＩＳＳＮ和 ｅＩＳＳＮ号，其中
的文章和正式出版物一样可以被引用。

在《ＡＣＰＤ》上发表的文章，由《ＡＣＰ》编辑指定审
稿专家评审，审稿意见必须在线公布，但审稿专家可以

选择匿名。同时，其他任何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在线对

文章进行评论，但必须用实名。作者也可以在此回复

审稿人和其他人的问题，或进行讨论。所有在线评论

等都有存档，并且这些评论（建议、讨论等）同文章一

样被算作《ＡＣＰＤ》正式刊发内容，可被引用。这个公
开的审稿和讨论过程的时间被控制在２个月。

这一阶段的网上公开审稿结束之后，编辑部根据

公开审稿和讨论的结果挑选优秀论文进行第２阶段审
稿。第２阶段审稿中由编辑确定是否还需要补充审
稿：如需要，则与传统的审稿过程一样，由审稿专家匿

名审稿，审稿意见不对外公布；若编辑认为修改稿已经

达到要求，则第２阶段可以不进行审稿。通过第２阶
段审查的文章将在《ＡＣＰ》上以 ＯＡ形式发表，并有纸
质版刊物印刷出版和发行。

总之，《ＡＣＰ》的这个收稿—审稿—在线快速发
表—公开评议—再审稿—精选编辑出版的独特模式，

以互动式开放存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Ａ）和二阶段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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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３］为典型特征，属世界首创。

《ＡＣＰ》出版模式的详细流程可参见其网页［４］。

２　《ＡＣＰ》出版模式的特点

　　１）采用集体评审和互动式公开讨论，借助读者力
量甄别文章质量，公平性增强。

２）采用二阶段递进出版程序筛选出最优稿件，有
效控制稿件的学术质量［５］。

３）免费ＯＡ，方便读者阅读引用。仅向作者收取适
当的网络服务费（和纸版版面费），彩图、动画和数据文

件上传存放等均不额外收费，并以特殊方式出版专刊。

２００７年，《ＡＣＰ》总共出版了６０００余页，《ＡＣＰＤ》
总共出版１万８０００多页。目前《ＡＣＰ》已被多家数据
公司，如 ＳＣＩＥ、ＣＡ（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ＤＯＡＪ，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Ｓｃｏｐｕｓ等收录。《ＡＣＰ》将版权归于作者。
《ＡＣＰ》提供文章上线或出版的电子函件或网页 ＲＳＳ
提示通知。《ＡＣＰ》不限制稿件页码，它认为文字的简
洁以内容的不完整为代价，但《ＡＣＰ》模式提倡在
《ＡＣＰＤ》稿件和《ＡＣＰ》稿件中使用长摘要，以保证文
字简洁和内容完整的适度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步其后尘，欧洲地球科学联盟的其

他７种刊物和２００８年创刊的杂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也陆续
沿用了《ＡＣＰ》模式［３］。此外，生物科学界的《ＰＬｏＳ
Ｏｎｅ》和《ＢｉｏｌｏｇｙＤｉｒｅｃｔ》也采用了一种修正版本的交互
式ＯＡ出版模式［３］。

３　《ＡＣＰ》出版模式与刊物成功的关系

　　《ＡＣＰ》从一开始就实施了 ＯＡ策略。更重要的
是，它首次创立了交互式 ＯＡ和二阶段出版的办刊
程序。

２００１年ＯＡ的概念在《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
中被正式提出［６７］。ＯＡ可被理解为“作者付费出版，
读者免费使用”［３］。ＯＡ指任何用户能够在网络所及
的任何地点免费、快速和永久性地获取数字化科研资

料和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原创性科技论文［８］。

我国的ＯＡ期刊数量偏少［９］，但呈现连年增长趋

势［１０１１］。《ＡＣＰ》的“交互式二阶段 ＯＡ”是一种新的
ＯＡ模式，是ＯＡ在实际应用中衍生出的一种可操作的
模式，是ＯＡ的一个典型的、成功的范例。

下面分析《ＡＣＰ》出版模式成功的原因。
３１　高端办刊理念、人才与信息技术相融合　《ＡＣＰ》
的办刊理念是促进学术争鸣，力保同行评议公正有效，

快速传播新成果，免费提供高质量科学信息。这一理

念和它的二阶段出版模式是由这一刊物所涵盖的众多

跨行业领域的科学家（包括１位诺贝尔奖得主）［３］提

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相关概念和技术细节方

面都经过了深思熟虑。《ＡＣＰ》的起点较高，决定了它
是一种科学家为科学家发展创办的高水准出版物。

与一般国外刊物不同，《ＡＣＰ》创刊初始即组建了
一支庞大的编委队伍，目前有５位资深顾问和５位执
行主编，并有１２０位在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学领域有
所建树的科学家担任Ｃｏｅｄｉｔｏｒ［４］。执行主编均有博士
学位并在大学和研究所担任过管理职务，他们负责刊

物的策划和协调，是刊物的核心角色。

一种好的刊物一定有高端的技术平台的支持。

《ＡＣＰ》通过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技术服务公司，在２１世纪初始
即充分挖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了在线编辑论坛、互

动式读者评议论坛、自动化稿件派送、速报（Ａｌｅｒｔｓ）和
ＲＳＳ订阅（ＲＳＳＦｅｅｄｓ）等功能。该公司还提供网页和
交互论坛的维护及稿件编校服务。刊物的送审工作由

兼职科学家担当，编辑出版工作则由专业技术公司承

担。高科技公司提供的全方位功能化服务使高端的办

刊理念得以落实。可以说，先进的技术手段是《ＡＣＰ》
出版模式成功的基本保障：没有高端技术与刊物审稿

及编辑出版过程的融合，就没有《ＡＣＰ》的成功。
３２　采用“交互式二阶段”ＯＡ模式控制稿件的学术
质量　我们知道，信息的快速传播与信息的质量控制
之间存在矛盾，这使科技期刊出版面临一种两难境地。

在当今的科技信息市场，人们对信息的海量存储和快

速传播投入很多精力（如短讯、快报类学术期刊的出

现），而对信息的质量控制却研究不够。这也是为什

么现在仍有相当一些业内人士反对 ＯＡ，没有质量控
制的ＯＡ是没有生命力的。

科学刊物文章的质量控制通常在２条途径上得以
体现：一是出版前的专家审稿，这是个短期过程；另一

个是出版后长时间内业内同行的评论、引用、评述文

章，甚至到相关专著的出版［３］。这２个过程使科学走
向成熟。这２条途径实际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出
版前的集体评议来合二为一。集体评议与传统的专家

评议相比，增加了来自非审稿专家的其他有识之士的

见解，使学术观点受到更多人的审视。

《ＡＣＰ》的二阶段交互式出版，实质是对 ＯＡ进行
了一种有效的质量控制［５］。ＯＡ是《ＡＣＰ》成功的第一
要素，审稿意见的公开和各方人士与作者之间的互动

式讨论，是其影响力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ＡＣＰ》每
年出版约５００篇文章，其中每４篇文章中有１篇得到
非审稿人的评议［３］，而对于传统刊物，这个比例是１／
１００（在我国可能更低）。通常情况下，《ＡＣＰＤ》的投稿
每一页就有０．５页的评议和回复［３］。评议中有批评，

也有表扬。《ＡＣＰ》的拒稿率只有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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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交互式审稿和公开评议讨论之后发表

在《ＡＣＰ》上的文章的质量和信息密度都是最优的，这
是《ＡＣＰ》文章得到广泛引用的重要原因。二阶段出版
实现了一个自然的优胜劣汰过程，有效控制了稿件质

量，使《ＡＣＰ》的刊物质量达到最优。
３３　集体公开评议，调动审稿资源　在刊物出版过程
中，审稿人的资源非常有限。在传统出版模式中，优秀

的审稿意见除作者外不为公众所知，而在交互式 ＯＡ
模式中，严格的、细致的、建设性的甚至是创造性的审

稿建议和评论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如果审稿人愿意署

名的话，他对文章的贡献就可以得到承认和引用。优

秀的审稿人是看得见的，他们可以通过审稿建立学术

威望，这就激励并调动了审稿人的积极性；同时，审稿

意见也受到读者和作者的监督与比较，可以有效地杜

绝敷衍了事的审稿：这就使审稿质量得到保障，稿件审

理周期较传统审稿模式也相对缩短，良性的正反馈很

快建立，刊物的影响自然快速提升。《ＡＣＰ》的编辑们
发现，截至２００７年，大约２／３的审稿人选择匿名，但这
个数字在不同研究领域存在差别：在天气和气候数值

模拟领域有５０％的专家选择实名，只有约３０％的场地
实验方面的专家选择实名［３］。

３４　缩短审稿时间，吸引优质稿件　从《ＡＣＰ》二阶段
出版流程中各个环节的处理时间（图１）可以看出，第
１阶段《ＡＣＰＤ》的平均出版周期是６个月，第２阶段
《ＡＣＰ》的出版周期长到数周、短到几天。从投稿到
《ＡＣＰＤ》网上出版仅１周左右的时间，以及２个出版
阶段相对较低的拒稿率［３］，极大地刺激了作者的投稿

欲望。《ＡＣＰ》的公开审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作者不
敢随意提交低质量的稿件，这样也节省了编辑和审稿

专家的时间，使得高质量稿件的处理流程加快。

图１　《ＡＣＰ》的交互式二阶段ＯＡ出版流程及所用时间示意

４　《ＡＣＰ》出版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气科学（气象学）类刊物多
达５０余种［１２］。各刊物发展步调不一［１３］，水平参差不

齐，刊物总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

距［２］。虽然国家对大气科学类科研项目的资助经费

逐年增加，但气象类刊物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办刊理念、人员和技术手段落后是

其中的重要原因。《ＡＣＰ》交互式二阶段 ＯＡ模式给我
们的启示如下。

１）改革编辑工作流程，特别是审稿流程，增加审
稿透明度，缩短审稿周期。以学术质量为核心，以出版

速度为命脉。加强刊物与读者、作者、审稿者之间的互

动，在办刊的各个环节上缔结一种正反馈关系。

２）加大技术投入，实现编辑出版的自动化和现代
化。先进的技术手段促成了《ＡＣＰ》模式的成功。国家
下拨的科研经费中，应增加对编辑出版领域技术更新

和改造的投入。利用高科技网络技术使信息同步，使

稿件派送、送审和交互式讨论等过程自动化，使编校、

排版等过程尽可能自动化，提高编辑出版效率。

３）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吸引高学历人才从事编辑
职业。从《ＡＣＰ》模式可以看出，编辑对交互式 ＯＡ二
阶段审稿意见的综合判断即编辑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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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文章的取舍。与我国不同的是，国外的编辑是

由各个研究领域的优秀科学家担任，他们本人已具备

相当的科研经历和经验。我们应该大力提高编辑队伍

的素质，增加编辑进行科研交流的机会，吸引更多具有

科研经历的高端人才进入编辑行业，这样才可能使他

们在互动式ＯＡ办刊模式中当好裁判，使刊物真正得
到良性运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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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讲习班”预通知

　　为激发科技期刊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投身科技期
刊学研究的积极性，提高科技编辑学研究能力和论文

写作水平，在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的支持下，本

刊决定于２０１２年内举办一期“科技期刊学研究与论文
写作讲习班”。讲习班结业时将颁发由新闻出版总署

人事司签发的７２学时编辑职业继续教育证书。现预
通知如下：

１）参班学员　对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经营等理
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及论文写作有兴趣者。欢迎参班

学员携带新写作的研究论文到班上参与讲评、交流，力

争经过评改后达到在本刊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水平。

２）主要内容　科技期刊学研究现状及选题，高水
平研究论文的写作指导，本刊的用稿要求和选稿标准，

刊社组织编辑学研究的经验，讲评参会者论文的优劣，

参会者研究与写作经验交流，其他。

３）办班方式　专家报告与学员互动相结合，理论
研讨与论文评改相结合，学员间的互动与交流。报告

人和论文评改专家有游苏宁、赵大良、姚远、李兴昌、陈

浩元等。

４）时间、地点、费用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１１月
３日，共７天；福建武夷山市；会务、资料、场租及考察
等收费不超１８００元／人。
５）报名方式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５日前通过电子函件

将参班学员姓名、人数、单位、联系电话以及提交的论

文初稿发至ｂｊｘｂ＿ｂｊ＠１６３．ｃｏｍ。９月３０日发出开班报
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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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启　事
　　本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发表的第２４８页《“杨为民”不应拼写为“Ｙ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ｍ”》中的６处、第２９９页《文后参考
文献表中中国著者汉语拼音名字可否缩写？》中的１处及目次表中的１处“ｍｉｍ”，因录入失误、校对疏忽导致错
误，正确的应为“ｍｉｎ”。特此更正，并诚挚地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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