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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英文科技期刊不同发展时期的国际组稿定位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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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稿件数量和分布是衡量英文科技期刊学术内容
国际化的显著指标，如何正确、有效地做好国际组稿工作对上

述指标的提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章将我国英文科技期刊

的国际化发展简要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稳定期３个不同阶
段，分析不同阶段刊物的国际化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国

际组稿工作的定位和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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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步伐的加快，我

国对于英文科技期刊的扶持力量逐年加大；但总体而

言，英文科技期刊在全国近５０００种科技期刊中的比
例依然很少。以中国科协旗下的科技期刊为例，截至

２０１３年８月底，科技期刊总数为１０５６种，英文期刊有
８６种，仅占总数的８．１％。然而，在２０１３年被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收录的７１种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中，有５６种为
英文期刊；进入 Ｑ１和 Ｑ２区共有１８种期刊，其中１７
种均为英文期刊［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各个学科领

域内的英文期刊肩上的担子都很重，期刊运营及发展

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使命。

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包括

很多不同的特性。其中期刊学术内容的国际化指标一

般通过国际论文数量来衡量，即在统计期内某国主办

的期刊刊载的非本国作者发表论文篇数，即国际论文

篇数［２］；因此，如何做好国际组稿工作已成为英文期

刊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英文期刊的国际组稿

工作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刊物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

制订有针对性的国际组稿策略，从而成为具有自身特

色的国际化刊物。

１　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阶段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英文期刊相对而言创刊时
间都比较短，大部分都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国际

化是所有英文期刊的一项重要发展目标，在国际化发

展道路上，各家英文期刊应对自身发展所处的不同阶

段进行清晰判断。简言之，可以将我国英文期刊的发

展阶段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稳定期［３］。

１１　起步期　起步期一般指创刊的前５年左右。由
于我国是非英语国家，作者撰写英文稿件的积极性不

高，即便撰写也是为了完成所在单位的硬性指标，那么

对于一种全新的英文期刊，没有ＳＣＩ、ＥＩ等知名检索机
构收录的光环，很难马上吸引到优秀的国内外稿源；因

此，在创刊伊始，吸引国内外优秀稿源、提升知名度是

办刊的首要工作。

１２　发展期　发展期是指刊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出
版运营后，提升了国内知名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后，

向着更深层次目标发展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刊物一

般已经有了稳定的国内英文稿源，准备向着被国际知

名检索系统收录的目标进发，或者刚刚被收录，准备进

一步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有了充足的国内英文

稿源支持的前提下，刊物的学术内容国际化应作为这

一阶段的重点发展目标。

１３　稳定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上升期，由于不同
学科的发展特点不尽相同，因此英文期刊的发展会慢慢

减缓，达到一个相对的稳定期。此时期刊的各项指标基

本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并具备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为

后续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在这个阶段，

刊物已基本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所应考虑的是

如何精益求精，如何利用品牌效应来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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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同发展时期国际组稿的定位与策略

　　吸引优秀国际稿源一直是国内英文期刊提升国际
化程度的一项重要举措，也一直是我国英文期刊国际化

发展的一个瓶颈。在国际组稿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除了

学习知名刊物的做法外，也要从刊物自身的发展阶段出

发，因时因地制订组稿策略，从而实现从无到有，从量变

到质变，并走出适合我们自己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２１　起步期实现从无到有，吸引眼球　对于一种刚刚
创刊的英文期刊，没有ＳＣＩ、ＥＩ等知名检索机构收录的
光环，很难马上吸引到国际稿源。如何实现从无到有，

是应首要考虑的问题，此时“人脉”将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首先，编委推荐和约稿是获取国际稿件的一条有

效途径，也是大家广泛采用的组稿策略［４５］。

其次，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瞬息万变，很多科技

刊物的主编逐渐学者化［６］。那么，对于一些学者型主

编或编辑而言，昔日的老师、同僚、同窗好友都有可能

成为国际稿源的推荐者甚至是作者。

此外，大部分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报告都是介绍

本领域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热点问题，主讲人一般

也都是本领域的权威专家，由于很多统计数据都表明

综述类文章的被引频次普遍比同期其他文章要高［７］；

因此，将一些国际性会议中的主题报告汇总归纳后以

通报、综述等形式刊出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通过上述组稿策略，处于起步期的英文期刊要实

现国际稿件从无到有的过渡。暂时约不到一些国际权

威学者的稿件也不必着急，但一定要保证所刊登的国内

外稿件都代表着当前的热点研究方向。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随着我国对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很多国内的科

研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

际关注度很高；因此，可以先通过约请这些团队的优秀

稿件，吸引国际作者的关注，同时提高刊物自身的国际

知名度，为吸引国际稿件起到抛砖引玉的重要作用［８］。

２２　发展期实现从量变到质变，提升高度　进入发展
期后，英文期刊在国际组稿工作中首要考虑的是如何

能提高各项国际化指标，比如国际论文刊登比例、引用

频次、涉及的国家数量、涵盖的地域范围，等等，这些因

素都是衡量刊物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９］。在这一

阶段，刊物的国际稿源已经达到原始积累，国际投稿量

相比起步期要更加充沛；因此在国际组稿工作中，要将

眼光放高放远。

对已经刊出的国际优秀稿件的作者进行定期回

访，跟踪报道其所在学术团队的最新科研成果，形成系

列化［１０］；聘请国际权威专家担任国际特约主编或区域

主编，由他们出面组织专栏乃至专刊：这些举措对于刊

物的国际影响力及各项学术指标的提升都会卓有成

效。此外，定期对国际稿件的国家分布进行统计，有的

放矢地在稿源相对较少的国家约请稿件，不断扩大国

际稿件的地域性涵盖面，也是英文期刊在发展期国际

组稿工作中需要不断拓展的一个方面［１１］。

２３　稳定期宁缺毋滥，精益求精　进入稳定期的英文
期刊，各项指标基本已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并具备一

定的国际知名度，已经可以通过品牌效应受到不少国

际作者的青睐，国际稿源充足。此时，国际组稿工作要

遵从宁缺毋滥、精益求精的原则，刊物所应考虑的问题

则是如何实现质的飞跃，如何寻找能够处于领跑位置

或者能够引起世界范围内大讨论的国际稿件，如何实

现通过单篇稿件的被引频次来进一步稳固刊物的国际

学术地位。

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

编辑没有太多面对面与国际知名学者交流的机会，也

很难经常赴境外参加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那么要想

抓住国际热点学术研究的脉搏，约请国际优秀稿件，则

须另辟蹊径。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通过网络追踪

学科发展是一条方便快捷且高效的途径［１２］。比如时

刻关注《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ａｌ》等知名刊物的网站，通过网
站上的信息了解热点研究方向和研究团队，一方面可

以直接与这些研究团队联系约稿事宜，另一方面可借

由他们文章的参考文献等信息知晓还有哪些研究团队

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从而将其纳入自己的组稿范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这些研究团队的学术主张持相

反意见的学者也需要重点考量，只要有理有据，他们的

稿件也同样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３　结束语

　　英文科技期刊是作为国际科学研究成果展示和交
流的载体和平台，对于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

举足轻重的指导和促进作用。清除了语言的障碍，全

世界有着相同学术志向的学者们都可以通过高水平的

英文期刊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组稿工作

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绝不仅仅局限于提高刊物的国际化

指标和提升刊物自身知名度上面；因此，如何根据自身

刊物的特点，制订符合实际的国际组稿策略是每一家

英文期刊都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初期好高骛远、盲目

追从，后期畏首畏尾、止步不前，都可能会阻碍刊物的

学术质量国际化发展的脚步。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

国际组稿方向和策略，可以事半功倍，为稳步实现刊物

的国际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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