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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李　　红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２００４４４，上海

摘　要　探讨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这一新兴出版模
式的形成与发展。基于集群理论界定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

刊集群的概念，梳理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的现实格

局。从基本因素和扩展因素２个层面阐释其集聚动因，从组织
结构、形成动力和群内关系上归纳其集聚模式。对其未来发展

方向做了展望。

关键词　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科技期刊集群；集聚动因；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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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以“中华医学会数字化期刊群”“中国光
学期刊网”“中国地学期刊门户网”等为代表的我国数

字化专业期刊集群异军突起，吸引了多方关注。较之

“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ｅｒａｌｄ”等国外数字专业化期刊集群，我
国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在历史积淀、规模、影响力上虽

显稚嫩，但作为独特出版体制下期刊业创新发展的一

个亮点，急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专业期刊集

群化发展模式。

当前，国内外对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还未形成统

一定义。黄文华［１］认为，数字化期刊集群通过数字化

平台，将原本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科技期刊聚集在同

一平台中，成为紧密联系的大家庭成员，使信息的获取

更加快速、便捷和精准。王昌度等［２］将数字化期刊群

定义为“将大量的、分散的期刊加以有序集成、整合，

使期刊资源形成规模化、网络化，从而实现期刊信息资

源的社会化共建共享，以促进期刊的整体发展”。陈

新贵等［３］指出，专业期刊的集群网站将一个专业内的

期刊组织在一起，服务主体为期刊的出版单位，集组

稿、收稿、审稿、编辑加工、发排、数字化期刊出版等功

能于一体，真正实现期刊网络化。

本文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数字化专业期刊

集群的特点，将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定义为：在某一特

定学科领域中，大量专业联系密切的期刊以及相关支

撑机构在网络空间上聚集成群，进行数字化传播，并形

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２　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的现实格局

２１　期刊集群概况　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
发端于期刊网群的建设。本世纪初，中国科协、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学院出版委等主管部门明确提出

要大力资助和扶持专业期刊群的发展，把专业期刊群

的建设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协
资助了中国药学期刊网、中国机械工程期刊网、中华医

学会期刊网、中国农学期刊网等４个期刊群的建设［４］。

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内在需求驱动和外部环境激励耦

合，催生了一批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

群有１０余个。中国光学期刊网是我国最早的数字化
专业期刊集群之一，由《中国激光》杂志社发起建设，

从最初集合６种期刊发展到包含国内５１种光学期刊，
成为国内光学信息权威发布平台。中华医学会数字化

期刊群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数字化期刊群，拥有

中华医学会期刊 １２３种，注册医学用户数已超过 ４０
万，各类医疗机构、医学科研机构、医学院校、小型诊所

机构用户达１５００个，每周注册人数为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人［５］。我国主要的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见表１。
２２　期刊集群功能定位　对上述数字化专业科技期
刊集群的功能定位做进一步考察，结果见表２。可以
看出，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大都提供从组稿、收

稿、审稿到编校、发排等期刊数字出版服务，但仅有少

数集群提供信息咨询、在线编读交流、数据挖掘等延伸

服务，显示我国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的功能还需不断

开发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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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主要的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一览

集群名称 网址 创始年份 覆盖学科 集群规模 用户情况

　中国光学
期刊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ｔｉ
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２００４
　激光、光学、通信、
半导体、材料应用

　提供５１种光学类期刊
　最早回溯年份：《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１９６４

　用户由企业、机构和个人用户
组成，已加盟企业５３家

　中国地学
期刊门户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２００５ 地学

　提供２４４种地学类期刊的网页链接；拥
有地学界２６种期刊，均为ＯＡ期刊
　最早回溯年份：《地质评论》１９３６

　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海外访
客来自美、日、德、英、澳、加、俄等

２０余个国家

　中国钢铁期
刊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ｃｎ

２００７ 钢铁冶金

　提供１２种期刊的当期目录及摘要。部
分期刊过刊提供全文

　回溯年份：２００６
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

　中华医学会
数字化期刊群

ｈｔｔｐ：∥ｍｅｄ．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ｃｎ／

２００８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
学、肿瘤学、神经病学与精

神病学、耳鼻咽喉科学、眼

科学、口腔科学等

　提供１２３种期刊
　回溯年份：１９９８

　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以机构
用户为主

　中国材料期
刊网

ｗｗｗ．ｊｍｏｎｌｉｎｅ．
ｏｒｇ

２０１０
　材料科学（纳米材料、
新能源材料、医用材料

等）

　提供３４９种期刊的链接，包括６种加
盟期刊

　５种期刊回溯年份：１９８９（《金属学报》
１９５９）

个人用户和机构用户

　中国纺织期
刊数字出版平

台（纺织云）

ｗｗｗ．ｃｄｆｎ．
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１ 纺织科技

　提供３１种纺织技术类期刊和４０种纺织
科学学术类期刊（含国外期刊）的展示与

链接。其中５种平台由期刊提供目次及
论文摘要

　最早回溯年份：《上海纺织科技》１９７２

　个人用户、机构用户和企业会
员。现有６家企业会员

　中国船舶期

刊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ｓｓｍｃ．ｃｎ／

２０１１ 船舶、航运

　提供１２种中文期刊、３种外文期刊和
１部图书的在线阅读，
　回溯年份：２０１０

　主要为企业用户，包括船舶配
套企业、修造船厂、航运物流企

业、船舶设计单位以及其他相关

企业，共４６家

　　注：资料取自各期刊网站介绍。

表２　我国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的功能
网站 组稿 收稿 审稿 编辑加工 发排 期刊订阅 行业资讯发布 信息咨询 在线学术交流 数据挖掘

中国光学期刊网          
中国地学期刊门户网       
中国钢铁期刊网       
中华医学会数字期刊群 提供期刊链接，供作者投稿     依托万方医学网

中国材料期刊网       
中国纺织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纺织云）      
中国船舶期刊网     
　　注：表示网站有此项功能。

３　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聚的动因剖析

　　通过对国内现有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聚现象的
考察，我们发现，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的集聚有一

些规律可循。这里把其集聚的动因分解为基本因素和

扩展因素２类。
３１　集聚的基本因素分析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
部经济等是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聚的基本动

因，故称之为“基本集聚因素”。

１）规模经济：专业期刊出版隶属于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其重要特征是规模收益递增，即生产的长期平均

成本随产出增加而减少。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缺乏普遍

流动性和可分性，资产具有专用性，所以大规模生产到

某一点上比少量生产更经济，便存在规模经济。由技

术进步引致的产出的增长大于投入的增长，称为技术

上的规模经济；由产出增加引致的平均收益上升或平

均成本下降，则企业获得金融上的规模经济。数字化

专业期刊集聚可兼得技术规模经济和金融规模经济。

２）范围经济：数字化专业期刊集聚同样存在范围
经济。当生产过程产出２种或２种以上服务产品，并
且这些产品在技术上相互依赖时，这种生产称为联合

生产。当多种产品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便宜时，就存

在范围经济。无论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只要存在

都能使企业通过扩展生产而收益递增，从而成为数字

化专业期刊集聚的动因。

３）外部经济：无法用自然资源来解释的产业集聚
即所谓的外部经济。“中间投入品”和“信息扩散与知

识外溢”是马歇尔外部经济的２个要素［６］。对于数字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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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专业期刊而言，其集聚可得到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

务。大量期刊出版单位集聚可扩大需求市场，形成专业

化供应商网络。数字化专业期刊集聚还有助于信息扩

散和知识外溢。知识溢出的途径包括知识的正式和非

正式扩散。如前所述，专业期刊集聚会扩大市场需求，

吸引专业人才聚集，激发出更多的自主创新知识；而数

字期刊集群的网上论坛、在线咨询等设置又为知识的非

正式交流提供了通道，加速了知识的扩散。这样，集聚

的期刊比孤立的期刊有更好的知识溢出渠道，无论是正

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这使它们拥有更高的生产率。

３２　集聚的扩展因素分析　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
聚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我们称之为“扩展的集聚因

素”，包括城市外部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因素等。

１）城市外部经济：指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发达的ＩＴ基础设施、稠密人口、城市信誉和品牌效应
以及大城市面向全球市场等所带来的正外部性［７］。

正是在历史文化底蕴基础上积淀起的城市经济社会，

坐拥发达的城市公共产品、稠密人口、具有相当的知名

度的品牌效应等，这些均对各地期刊社产生强烈吸引

力，促使期刊具有向这些城市区域集聚发展的动力；但

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有着经济上和体制上的诸多障碍，

而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为在网络空间上向

这些城市区域集聚提供了可能。期刊出版业是知识密

集型产业，其面对的是一个追求高品质需求的市场。

大都市总部经济非常发达，这样的城市面对的已不仅

仅是一个当地市场，而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市场网络，强

烈的市场需求诱发专业出版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尽管

互联网消弭或弱化了地理空间概念，但数字化专业科

技期刊集群的肇始、搭建、维护仍然需要有一个空间载

体。可以说，城市外部经济为数字化专业期刊的集聚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载体和平台，这有助于解释当

前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大都肇兴于北京、上

海等大都市这一事实。

２）制度因素：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聚不仅需要
有一定的外在形态作为载体和平台，而且更需要有一

套适宜的制度环境提供保障，制度软环境是决定集群

持续发展的依托。从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的形成

与发展来看，制度软环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与全球经

济接轨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监管制度、法制社会以及

历史文化，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健全的知识产权等政策

体系，使市场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制度因素为数

字化专业期刊的集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软件。

３）产业结构因素：产业结构演变是数字化专业科
技期刊集聚的契机。我国经济结构演变为数字化专业

科技期刊集聚带来了机遇。数字化专业期刊集聚的内

在增长引擎源于主导产业的发育和成长，而大都市经

济结构的转型是主导产业崛起的前提基础。现代服务

业的崛起实际上使集群发展有了主导产业基础。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大
规模创新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制造业开始向郊

外迁移，而第三产业则迅猛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

产值和就业份额逐渐占据绝对优势，成为推动城市经

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主要动力，由此推动了数字化专

业科技期刊集群的发展。

４　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的集聚模式分类

　　通过对已有集群的考察，我们从组织结构、形成动
力和群内关系３个视角分析归纳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
期刊的集聚模式。

从组织结构上看，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

可分为以下２类。
１）共生型数字化科技期刊集群：是由一家最具影

响力的数字化期刊主导，将专业相关的期刊集结而成

的数字化期刊群。以中国光学期刊网为代表，该集群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激光杂志社发

起并运营，收录中国光学期刊５１种，覆盖９０％以上国
内光学期刊。在共生型数字化期刊集群中，集群的主

体是期刊内容提供商即相关的专业期刊社。在组织结

构上加盟期刊形成了彼此平等、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

“共生型”多头关系。

２）技术型数字化科技期刊集群：是由技术提供商
提供技术平台，期刊社提供内容资源，两者联盟形成的

数字化期刊群。以中华医学会数字化期刊群为代表，

２００８年中华医学会以独家授权方式与信息服务商万
方数据开展战略合作，将旗下１００多种期刊的数字传
播权交付万方数据［８］。在技术型数字化期刊集群中，

集群的主体是技术提供商和期刊社，在组织结构上呈

现出技术提供商和期刊社并存的双头结构。

从形成动力上，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可

分为以下３种类型。
１）学科主导型：是由学科导向引致的期刊集聚，

一般由特定学科的学会或协会发起搭建。以中国地学

期刊门户网为代表，该集群由中国地质学会期刊专业

委员会创建，目前拥有地学类期刊２４４种，首次在国内
集中单学科所有刊物共同使用同一办公系统。该模式

以学科发展为期刊集群的基础和驱动力，而期刊集群

的发展又反哺学科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２）市场主导型：是由市场驱动并以市场化方式运
作的期刊集聚。以中华医学会数字化期刊群为代表，

该期刊群由万方数据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达成商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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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形成。该模式以期刊市场需

求为导向，是市场化最为彻底的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

３）引导培育型：是由政府政策支持和专业人才优
势促进形成的期刊集聚。以中国科学院数字化期刊群

为代表，该期刊群有政府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政策支

持，利用科学出版集团运营期刊资源的专业和人才优

势，通过资源优化配置而形成。该模式是上述２种模
式的中间状态，是由学科主导发端、经由政府的扶持、

引导和培育，最终归宿是市场化运作，做专、做强。

根据群内关系，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可

划分为以下２类。
１）松散型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以中国光学

期刊网为代表，期刊网的加盟期刊有各自独立的主管

和主办单位，自行负责期刊的编辑和出版以及期刊质

量控制。每期定稿后，中国光学期刊网负责将期刊电

子稿纳入数据库，同时代理集群内期刊的发行、广告业

务以及其他延伸业务，如学术会议、专题培训等。由于

不存在期刊的主管、主办等行政隶属关系，因此群内期

刊的关系比较松散。

２）紧密型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以中华医学会数
字化期刊群为代表，群内期刊行政上隶属中华医学会

主管，因此关系比较紧密。中华医学会数字化期刊群

内部实行一套质量控制体系，包括系统评价、专家审

读、差错处罚制度等［９］。紧密型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

有利于群内期刊的管理，有利于提高期刊以及期刊群

的整体竞争力，被认为是数字化专业期刊集群未来的

发展方向［１０］。

综上所述，我们从不同视角将我国数字化专业科

技期刊集聚归纳为多种模式。事实上，不同专业或行

业期刊出版差异颇大，因而数字化专业期刊集聚的模

式也呈现多元化特征。现实中的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

集群的发展是这些模式之一或几种模式组合的结果。

５　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的发展方向

　　展望未来，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必将对
数字专业信息资源的生产和使用产生深远影响，其可

能的发展路径如下。

１）合作专业化凝聚规模：专业化是数字化科技期
刊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这里的合作专业化不仅包括

科技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上游内容提供商和中游

的技术平台（数据库生产商）以及下游机构用户的纵

向合作，而且包含了上游内容提供商之间的横向专业

化合作，通过纵横专业化合作凝聚集群规模。

２）信息技术驱动增值服务：基于云计算平台的期
刊集群构建技术，信息存储和转移更为便捷［１１］，可实

现对所有加盟期刊信息的全文检索和智能检索，提供

相关信息的ＲＳＳ订阅和推送服务，并提供对加盟期刊
论文的深度数据挖掘和分析，开展智能终端出版服务，

等等，可极大地提升信息服务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３）更多网络平台链接和互操作：以实现文献之间
互联、互引及关联服务；提供对学科知识的聚合、索引

等功能，提高期刊集群的使用率和显示度。

４）更多互动扩大用户范围：充分利用集群拥有的
专业化人力资源优势，构建虚拟社区加强与用户的互动

交流。比如《Ｎａｔｕｒｅ》的科学学习社区Ｓｃｉｔａｂｌｅ，全球最优
秀的科学家都在此开通了科学顾问信箱，吸引了世界各

地的科学爱好者［１２］。通过互动交流扩大影响，使集群

目标用户不限于垂直的专业用户，还可抵达普通用户。

总之，通过合作专业化凝聚集群规模、通过信息技

术驱动深化服务、通过更多链接、互操作和互动扩大影

响、形成品牌，推动我国数字化专业科技期刊集群朝着

国际性专业数字信息服务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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