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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之路∗

———从“被国际化”到真正走向“国际化”
董　策　陈　辉　俞良军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０２９,北京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指标可以分为期刊内容的国际化和内

容以外其他方面的国际化２大类,主要表现为编委会国际化、

审稿国际化、稿源国际化、语言载体国际化等具体的指标;但这

只是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之路的初级阶段,即“被国际化”过
程,该阶段的目的是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和提升国际影响力.

而要真正实现“国际化”,中国科技期刊还需变革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进行集团化经营,打造一个国家层面的出版发布平台,

参与到期刊国际化的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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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学术出版界发生重大变革,无论出版

理念、出版模式还是出版形式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众多国外学术出版商瞄准了中国的巨大市场,打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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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微信的服务功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作为学术

信息的传播者,学报微信平台的学术信息服务质量却

未得到应有重视,尤其是学术信息的传播质量,始终难

以提高:因此,重新认识传播在期刊出版的重要地位,
是推进学报加强移动互联传播建设的前提.另一方

面,对于存在人员和技术制约的学报,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寻求与互联网服务商的合作,并建立合理的合作

运行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有利于学报克服技术的瓶

颈,更好地实现学报内容在微信平台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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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的旗号,对国内出版界进行蚕食和瓜分.中国科

技期刊界积极应对期刊国际化浪潮,创办了一批英文

期刊,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总体上

处于“被国际化”的境地.中国科技期刊如何真正实现

国际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中

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结合国内期刊国际化的办刊

实践,谈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１　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内涵

　　最近几十年,期刊国际化已成为国内外期刊界研

究的热点问题.１９９４年,曹明在分析国外科技期刊发

展现状和趋势时首先提出国际化的概念[１],随后大量

国内学者对期刊国际化进行了研究,重点围绕国际化

内容和形式展开.这些研究明确了国际化的概念,量
化了国际化的指标,探讨了国际化的措施和方法[２].

一般来说,国内期刊国际化应具有如下特征:期刊

的语言载体为英语;文献计量学指标处于国内前列;被
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编委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外籍成员;
审稿专家国际化;拥有世界范围的作者和读者;编辑出

版形式国际化;出版、发行国际化;国际范围内的市场

化和产业化;电子化、网络化发展[３４].总之,科技期

刊内容国际化是核心要素和最终目的,科技期刊内容

以外其他方面的国际化是基础和外在表现形式,两者

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２　中国科技期刊被国际化现象

　　期刊国际化已成为一种浪潮.随着国家多年的科

研投入和发展,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总数和科技论文产

量均居世界前列.面对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国际著

名出版集团纷纷进军我国出版市场,国内传统出版模

式已无力阻挡,高水平科研论文大量流失.高质量稿

件的缺乏使国内期刊很难提升影响力指标,更加剧了

国内优秀论文流向海外,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国内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

期刊界无扭转乾坤之力,只是被动接受.创办英文期

刊更是应对国际化的无奈之举.与其让国内作者将稿

件投往国外期刊,还不如创办一些高水准的英文期刊,
使之综合影响力达到国际前列,这样能挽回部分国内

作者和吸收外国稿件.其中,以中国科学院创办的一

批精品英文期刊为代表[５].这些英文期刊聘请外国著

名专家担任主编或执行主编,组建国际化的编委会和

审稿队伍,组织大量的国际稿件,在国内外学术活动中

为期刊做宣传,通过与国外出版商合作,拓展期刊的海

外市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这些英文期刊取得了

不俗业绩,以«CellResearch»最为成功[６];但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大量英文期刊的作者多是国内学者,以及俄

罗斯、伊朗、印度、南非等国家的作者,而读者仍主要以

国人为主.国人英语普遍较差,要先把国人写的英文

文献翻译成中文才能阅读,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许多一

线基层工作者甚至不懂英语,直接放弃了阅读英文文

献.国外科研人员研究内容基本与中国无关,所以很

少会阅读中国出版的英文期刊,这就造成了国内作者

看不懂,外国人又不看的尴尬局面.
汤森路透几年前就宣布SCI统计源已不再收

录中文期刊,中国最早被SCI收录的一批优秀期刊成

为绝响,这些期刊同样面临被国际化的窘境.例如,
«岩石学报»是地质学领域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期

刊,其２０１４年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分别为１．４５５
和５１９５,比一些国外地学期刊,如«JournalofAfrican
EarthSciences»«JournalofSouth American Earth
Sciences»«TurkishJournalofEarthSciences»«Island
Arc»等的相关数据还要高.«岩石学报»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均获中国知网颁发的“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其总

排名分别为第１８位和第１４位,中文排名皆第一.«岩
石学报»在２０１５中国科学院期刊排名中名列第２４位,
中文第１位;但是,«岩石学报»主要涉及地质学中的一

个小范围专业领域,年发文量近 ３００ 篇,总页数近

３０００,年发行量两三千册,这样一个小众的期刊何谈

国际影响力.此外,«岩石学报»的定位也是立足国内,
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服务,所以在各项国际化指标评比

中只能是无奈地被国际化了.

３　关于国际化的思考

　　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内广大科技

工作者服务,一味追求国际化,会使我国科技期刊失去

根基[７].目前,国内科技期刊大部分是中文期刊,为了

追求国际化而英语化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大部分科技

期刊是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读者主要是当地科技

人员、情报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一部分科技期

刊作为国际科技交流的舞台可以尝试英语化;但在实

际工作中也困难重重,一是国内作者的英文水平较差,
二是既精通英文,又懂专业,还熟练掌握国际标准编排

规范的编辑人才少之又少.
英语是世界上流通最广的语言,全世界有３６个国

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世界上有近１/４的出版物用

英文出版.英语作为科学传播、交流合作的世界性语

言,是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８];但是,
国际化不等同于英语化,国际化也不意味着单一化.
联合国文件有６种文本,当发生分歧时以法文为准,而
不是英文.英语不是法定的国际用语,而只是国际交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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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习惯于使用英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

语言,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应有其对应的国际地

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学
习中文的外国人与日俱增,不计其数的外国教学机构

开展中文教学.希望不远的将来,中文将成为国际交

流的通用语言,国际出版物更多地使用中文出版.

４　如何真正走向国际化

４１　期刊国际化的定位　我国科技期刊分为不同的

层次和类别:按层次分,有全国性,有系统、行业性的,
还有地区性的;按类别分,有学术、技术、科普等类,学
术、技术期刊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学科专业.不

同期刊办刊条件不一样,承担的任务不同,所处的地位

也不同,但各种期刊都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９].一部

分高水平的精品期刊可以尝试国际化之路,而大部分

中文期刊则完全没有必要赶潮流;因为它们立足点就是

为国内基层工作者服务,如果变用英文出版,弄得基层

读者看不懂,外国人又不看,反而本末倒置.期刊国际

化,首先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不能损害国家和

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其次要根据期刊所属种类和层

次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定位,不能一味盲目追求国际化.

４２　中英文期刊协同发展　期刊国际化的语言载体

为英语,目前世界上每年有超过１/４的出版物用英文

出版.语言的问题困扰了许多非英语国家,有的国家

放弃本国语言转向用英文出版,有的采取了两条腿走

路的方式.我国科技期刊总数近６０００种,英文期刊

２００余种,中文期刊仍占主导地位;因此,面对国际化

趋势,国内中英文期刊应分工明确、协同发展[１０１２].
国家应重点打造一批高质量精品英文期刊,走国际化

路线,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在国际化的洪流中接受挑战

和检验,使之成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市场牌”.国

内中文期刊应采取“立足国内,扩大国际影响”的策略,
主打“展示窗口牌”,注重英文信息的编排符合国际规

范,积极加入国际各种相关数据库,便于国外读者的阅

读和检索,这是引起国际同行学术关注最有效的途径.

４３　集团化经营　国外科技期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已 经 实 现 了 集 团 化 经 营,如 世 界 著 名 出 版 集 团

Elsevier、Springer等.这些出版集团旗下期刊众多,
目标明确,布局得当,分工协作,完全实现市场化运营.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经营模式主要有３种:一是

数量众多但无独立法人地位的期刊编辑部;二是具有

独立法人地位的单刊或多刊杂志社;三是屈指可数的

集团式经营机构.当前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的弊

端已严重阻碍了期刊集团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分散经

营状态毫无竞争力可言,面对外国出版集团的蚕食瞬

间土崩瓦解;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将原有的松

散式联合走向利益紧密型联合,走集团化经营和规模化

发展之路,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集团

化经营是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的唯一出路,这是由国内外

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４４　变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３０
年,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

绩;然而,中国科技期刊界几十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
口头上喊着顺应市场经济,实际上还固守着计划经济

的格局.传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已严重制约着我

国科技期刊的生存与发展[１３].
我国的科技期刊大多由学会、协会、科研院所、大专

院校主办或承办,普遍存在机构僵化、远离市场、缺乏竞

争、没有活力的问题.这种管理政企不分,管办不分,办
得“企业不像企业,事业不像事业”,有才能的人不被重

视,当权者又懈怠懒政.科技期刊改革的关键在于体制

创新,没有体制做保障,一切改革都是空谈.未来,政府

应取消期刊审批制,逐步实行期刊登记制,以企业为办

刊主导,以市场为调节期刊发展的杠杆,对不适应市场

经济的期刊进行兼并重组.政府部门要“该管的管住,
该放的放开”,实行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体制.

我国科技期刊种类繁多,但多是小期刊,缺少顶级

名刊,且分散经营于全国的科研院所和专业学会,经营

模式仍停留在传统的计划机制内,靠收取版面费惨淡

经营.为适应国际化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的运行机制.
科技期刊要走向市场,优化产业结构,集中资源优势,走
产业化、集约化和国际化发展之路.此外,管理部门要

尽快制订和完善各项科技出版制度和规范,处理好改

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使各要素和谐相处.

４５　开展与国外出版商合作　外国出版商借期刊国

际化之名抢夺非英语国家出版市场,同样我国英文期

刊也可开拓海外市场,这就要与外国出版商合作.需

要强调的是,合作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曲线救刊”的
权益之计,最终的目的是发展中国的科技期刊,使之进

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目前,我国部分英文期刊,如

«Cell Research»«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JournalofEnvironmentalSciences»等,已尝

试与国外出版商开展合作,这种“借船出海”的模式也

取得了一定效果.外国出版商帮助国内期刊开拓海外

市场,通过发行、推广和宣传,扩大中国期刊的下载量、
引用量和影响力[６,１４１５].此外,国内期刊应采用“组团

方式”,即多家编辑部联合与外商合作,不然单个编辑

部就会显得势单力薄.在合作过程中,要有强烈的版

权意识,遵循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不能损害国

家利益[７].例如,中华医学会于２００８年停止了与美国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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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会旗舰刊物«美国医学杂志»(JAMA)的合作,不
再出版JAMA 的中文版.对此,游苏宁曾表示:“它
(JAMA)不尊重我们,我们说停就停,没有什么好

说的.”

４６　打造科技期刊出版发布平台　我国传统纸质出

版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期刊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出版业

将向网络化、数字化技术模式转变[１６１７].我国已有部

分期刊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平台,将自己的期刊文章定

期更新到网站上,但这些网站多为单刊或多刊系统而

非群系统.互联网和多媒体影音技术的不断发展,为
版权内容的创造、分享、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更多方式,
“数字化”成为网络新媒体下孕育出现的期刊出版新业

态.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最大瓶颈就是没有自己的有

世界影响的期刊发布和利用平台,我们的英文期刊要

想走向国际,目前大多只能“借船出海”;因此,政府应

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出版发布平台,将编辑、出版、发
行、管理和经营等环节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这有

助于科技信息的生产、出版、交流与传播,有助于引导

科研创新和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有助于中国科技

期刊真正实现国际化.

４７　中国科技期刊真正实现国际化“三步走”战略　
我国科技期刊目前仍无法摆脱“被国际化”的状态,所
以只能被动接受但又要主动应对.主要采用“三步走”
战略:第１步,国家应打造一批高质量的英文期刊,积
极开展与国外出版商的合作,使之成为国际化期刊,提
升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地位[１８];第２步;建立中

国自己的国际化期刊发布平台,将国内高水平的科研

论文优先发布在自己的平台上,尤其注重发布原创的

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这样能引起国外同行的持续关

注和广泛认可;第３步,当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高,科
研能力世界领先的时候,汉语将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外
国人将习惯于阅读和书写中文文献,到那时才会真正

实现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

５　结束语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除极个别英

文期刊,如«CellResearch»等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持续增强外,大部分国内英文期刊和中文SCI期刊仍

是被国际化.这是由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短
期内无法改变这一局面.现阶段我国应重点办出一批

精品英文期刊,注重其高品质的内容、编委国际化水

平、全球化的组稿和审稿、国际范围的工作流程,从而

提高我国期刊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

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若干年后汉

语将变成世界通用语言,外国人可以直接阅读中文期

刊,到那时才能说中国期刊真正实现了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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