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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 

常廷文 

摘 要: 以数千家学术期刊编辑部为质控平台，以网上大型专业数据库为传播平台，以

各学科各专业权威专家组成的学术机构为评价平台，实施我国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

版，是使我国学术期刊整体走出困境的一条通途，对于提高我国科技信息传播的质量、促

进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学术期刊 信息传播 网络出版 

    自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在我国普及以来，期刊网络化问题业已受到学界的关

注。但相关文献多从编辑人员的网络素质、编辑部的硬件建设、期刊自建网站和传统传媒

与网络媒体的整合等方面着手，几年过去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仍无明显改观，网络化程度

也并不理想。据业内人士2003年的相关调查，加入中国期刊网的学术期刊对该网络平台为

各编辑部建立的免费网站的利用率仅为7%［1］。本文试图从集约式网络出版的角度探讨

我国学术期刊的解困、发展之路。所谓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并非仅指编辑从网上

寻找合适选题发电子邮件给作者，编辑收到作者稿件后在自己的电脑上进行加工，再在网

上“销售”或直接从网上下载材料出书；也不是出版机构将相关信息放在网上，利用互联

网及时查看世界各地的行业信息；而是指占我国期刊总数近3/4的6783种非市场化科学

（包括非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2］在统一的网络平台上的无纸出版。 

一 

    据相关资料：自从人类社会第一种学术期刊问世以来，新的学术刊物及其发表的文章

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持续增长，期刊的数目则“按指数增长”，目前全世界每天发表的

各类文献就有2万多篇；现代社会80％的知识信息是通过学术期刊传递的，学术期刊已经

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很多跨越时代的科学发明和影响深

远的科学思想，都是乘上期刊这辆“信息列车”驶向人类文明彼岸的。 

    但是，我国学术期刊的现状与时代对它的要求相差甚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学术

期刊关怀备至：免税、补贴……但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仍难以维持正常经营，发行量上万册

的仅有2700多种［3］。以占到我国学术期刊半壁江山的2500多种高校学报为例，发行量

多则几千份，而大多仅有几百份，绝大部分是互相赠阅几乎没有个人订户（办得不错的

《北京大学学报》发行1800多份已经算是其中的佼佼者［4］），多数被异化为评定职称

的工具，成为“市场拒绝类期刊”。学校无论大小都有学报若干，文科学报文史哲经无所

不包，理科学报数理化天地生无一遗漏，这种“杂烩性”限制了刊物特色的形成。为了照

顾本校教师的利益或多或少会排挤外稿的稿源“内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报的

学术水平和传播范围。高校学报长期以来综合型、封闭型的办刊模式，致使其千刊一面缺

乏竞争力，迟迟进入不了市场。针对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这种困境，不少学者提出打破

“全、散、小、弱”的旧有格局，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造就精品，以专业化、社会

化模式办刊［5］，走整合之路联合办刊，实行一校一刊制［6］。国家也先后推出中国期

刊方阵和“名刊”“名栏”工程，等等，以图为我国学术期刊的高速发展探出一条出路，

但从整体上讲效果并不明显。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办刊模式下对6000多种学术期刊进

行联合和整合的操作难度太大，而“名刊”“名栏”对学术期刊的发展虽也可起到促进作

用，但毕竟数量太少难以惠及多数期刊。相比之下，集约式网络化出版是使我国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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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集 整体上走出困境的一条通途。 

二 

    近年来学界对期刊网络化、信息化的提倡和各学术期刊办刊者的努力实践，以及中国

期刊网、万方科技期刊群和维普资讯等大型专业数据库的成功运行，为我国学术期刊的集

约式网络出版提供着巨大支持，也使其成为可能。 

    中国期刊网等著名网络平台也为我国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提供了技术保证。中

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它收录了国内公开出版的6100种核心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的自1994年以来的近

1000万篇全文，归为理工A（数理化天地生）、理工B（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理工C

（工业技术）、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和电子技术

与信息科学9大专辑和126个专题文献数据库，而且正在建设各入网期刊自创刊至1993年的

全文数据库。它针对不同用户推出了不同的服务方式：对网络条件较好、使用频率高的机

构，采用“网上包库”；对硬件条件较好、有内部局域网的机构采用“镜像站”；对网络

条件和硬件条件都不太好的机构采用“光盘版”；对网络条件较好、使用频率不太高的用

户，则采用“CNKI机构卡”；还对个人和家庭推出了“CNKI知识检索卡”。目前，它在全

球有15大交换服务中心和500多个镜像网站，为近6000个机构和数千万人提供着快捷、便

利的信息和知识服务［7］。而且，其《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几乎成为现今我国学术期刊编排的通用标准。可以与之比肩的是万方数据和维普资讯等。

万方数据的主要产品有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科技成果、专利技术、中外标准、科技

文献和数字化期刊等12类数据库及100多个子库，共有2300万数据资源［8］。维普资讯的

全文数据库包含了1989年以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

情报等学科的8000余种期刊的780余万篇文献数据，并以每年100万篇的速度递增， 还有

数千种国外期刊的数据［9］。它们都为我国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

用，也可通过资源整合作为我国学术期刊集约式网络出版可资凭借的平台。 

    以上述著名数据库为代表的诸多大型传播科技信息的专业数据库，不仅为我国学术期

刊网络出版搭建了可靠的网络平台，而且其运作体制也为我国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

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比如中国期刊网，其CJFD除了可用于信息检索、信息咨询和原文

传递等常规服务外，还有引文、查新、期刊评价、科研能力评价和项目背景分析等专项服

务。这些都是传统纸质期刊难以做到的。此外，中国期刊网还出版有《中国优秀博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国医院知识仓库》《中国企业知识仓库》《中国基础教育知识仓库》（中学版）、《中国

基础教育知识仓库》（小学版）、《信息技术与课程事例》和《问答与导学》9种正式电

子期刊［10］。自1999年建立至今，它为我国学术期刊信息的传播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像中国期刊网这样的可靠、规范、技术先进的网络平台，再加上在国家宏观协调下其他数

据库的通力协作和不断改进，完全能够担负起我国所有学术期刊无纸化全网络出版的重

任。 

三 

 

    在国家的统筹规划和协调之下，以我国目前各学术期刊编辑部形成的完备、规范的编

辑网络作为质量控制的基础平台，以中国期刊网等各大型专业数据库的协同运作作为我国

学术信息传播的网络发行平台，以全国范围内遴选各学科各专业权威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

作为学术成果的评价平台，是实现我国学术期刊集约式网络出版的必不可少的支撑。 

    虽然我国的学术期刊目前还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办刊模式而难以走向市场，虽然不

少学者早就指出这种模式对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阻碍并提出不少的改革设想，但平心而

论，由于它能够不同程度地完成反映学术成果的展示功能，能够满足学者发表科研成果的

需求，目前这种模式基本上与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应当予以肯定［11］。更

为重要的是，6000多种学术期刊数万名训练有素的专业编辑人员更是传播学术科研信息的

中坚力量，而且数千家学术期刊编辑部组成的我国学术信息传播完善的编辑网络，与中国

期刊网等大型专业数据库业已构成较为稳定、成熟的业务链条。学术信息的传播是专业性



和创新性非常强的工作，实现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应以此为基础，并逐步强化其学

术性、网络化程度，以适应我国学术期刊集约式网络出版的需要。 

    目前我国数家大型专业数据库不乏待改进之处：“编辑力度”不够致使其中冗余信息

日增就是主要缺陷之一；由于人事管理政策中论文数量要求的导向，不少人为了毕业、晋

职、评优或成名等切身利益而大量炮制“泡沫成果”，致使不少期刊“垃圾论文”充斥，

CJFD因“全文”收录使其检索结果的重复率日益提高而逐渐呈现出“无序”状态［12］；

各家数据库各自为政，资源不能共享，不少期刊同时加入多种数据库，致使目前网上学术

信息多有重复；大型专业数据库的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及收录标准、技术规范不统一和

运行机制不一致等问题，也给信息使用者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亟需对我国现有的网络

平台资源进行整合和重组，使其在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下实现网络联动和信息共享，共同担

负我国学术期刊集约式网络出版的重任。 

    科学、权威的学术评价是国家和民族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

国的学术评价主要由“核心期刊”来承担。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影响较大。由于核心期刊确定者的误导与实施者的滥用，使得这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

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因为核心期刊只

是一项为图书馆收藏和读者方便的文献学科研成果并非国家标准，且所谓的核心期刊也并

非每篇文章都是优秀的学术成果，所以它不能简单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13］。基于“核

心期刊制”造成的各种弊端，有学者建议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核心论文的认定比论文评

奖要好操作，可以不考虑功利性而只考虑学术性，有利于所有的论文和刊物在同一起跑线

上平等竞争，也可在相当程度上抑制学术腐败的滋生［14］。其实，被学术界和科研管理

部门公认的《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资料》，就是“核心论文

制”的雏形，它比单独以“核心期刊”评价学术成果的价值要科学得多。但是，由于人大

书报资料中心的企业化运作和其本身论文遴选中的偏差，惟名人名刊是选的倾向日益明

显，由此也导致其在学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同一网络平台上，在全国（甚至全

球）范围内优选各学科各专业各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统一的学术评价机构，分别对各学

科各专业的最新成果进行学术的、科学的创新度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分层次建设学术成果

精品数据库，将大大有利于对日益爆炸的学术信息的“序化”，以方便人们对学术信息的

有效利用，也可纠正由于“核心期刊制”造成的各种弊端。 

四 

    

    我国学术期刊实行集约式网络出版最大的好处在于提高科技信息的传播速度，并由此

提高民族创新的能力。时效对于信息传播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学术期刊目前大部分还是靠

主办单位拨款运行，由于发行量极低根本进入不了市场，为了节省邮寄费用各编辑部往往

多期刊物合寄，有的半年一次，有的一年一次，结果使相关信息的传播大大滞后。互联网

固有的即时性等特点，决定了学术期刊集约式网络出版以后，这种传播时滞将不复存在。

    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可极大地方便读者、编者和作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就读者

而言，除可以及时获取最新的相关信息以外，还可以真正做到对信息的“各取所需”。我

国目前的学术期刊大多“综合性”强，读者订阅一份期刊，其中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信息不

多，结果花了不少冤枉钱。实现网络化出版以后，基于网络的互动性辅之以网络平台完备

的功能齐全的检索系统，读者就可轻易地把自己所需的信息“一网打尽”，花一份钱即可

看到数千种期刊。就作者而言，可及时、方便地就所投稿件的相关事宜与编辑部、审稿人

甚至读者直接进行沟通。这样既可节省时间和费用，还可提高工作效率。就编辑而言，也

可以方便地与读者、作者即时双向交流，快速获取丰富的相关信息。 

    学术期刊实现集约式网络出版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大量的办刊经费和能源，

并且便于收藏。仅中国期刊网现已入网的6100种期刊排版和印刷费用，每年即可为国家节

约资金2亿—3亿元。读者需要纸质文献，可按需下载打印，其效果和纸质印刷品完全一

致。图书资料收藏部门可根据本单位的性质和网络检索的实际，也可按需下载打印成纸质

文献保存。另一方面，由于现今绝大多数的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献都标注有中图资料分类

号，如果图书资料收藏部门依此把从各种刊物上下载的单篇文献归类收藏，肯定会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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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使用。 

同时，学术期刊实现集约式网络出版，还可提高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的科学性，促进国家和

民族创新的进程。 

    实施学术期刊集约式网络出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进一步理顺学术期刊编辑部和

网络出版平台之间的操作流程和利益关系，理顺各大型专业数据库之间的利益关系，组织

全学科的权威专家构建学术评价体系等，不是靠哪一家起个头就能操作好的，需要国家有

关部门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因此，国家应该把我国学术期刊集约式网络出版作为一项

“工程”列入议事日程并牵头组织，才能使其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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