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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进程研究

陆建平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28)

[摘　要]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历史从晚清和民国初期开始发端,经历了西方传教士办报建社的初

创奠基时期(1887—1 949)、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旧更迭时期(1 949—1 965)、“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坚守时

期(1 966—1 976)、改革开放后的恢复与改革创新时期(1 978—2008)以及 2009 年以来的转型升级持续发展时

期,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进程可谓跌宕起伏。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出版为融入国际付出了很大努力,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出版规模、传播技术等条件已与国际同步,应考虑改革现有评价体制

和标准,完善中国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树立自信和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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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学中,internationalization 源于词干 international,由黏着词根 inter、自由词根 nation 及后

缀 al 三部分组成。international 最初被用以搭配 law,构成“国际法”[1]2 6 3,意为“国家之间”,后被越

来越多的 学 科 所 应 用,表 示 涉 及 两 国 或 多 国 的 互 动 情 况,组 成 带 有 国 际 性 质 的 词 组。当

international 加后缀 ize 和 ization 进行动词化和名词化后,被赋予了“国际化”的重要含义和使命。
学术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2]1 48 9,其活动的价值体现于经过出版发行后以学术文献为表现

形式的学术成果。学术出版可以理解为专以学术文献为传播常量(propagation constant)的出版,
其媒体形式因技术的发展而变化,通常为期刊、图书(含电子书)、数据库以及网络出版物等。学术

出版国际化是远大于经济学意义的国际传播活动,承担着交流学术信息、传播文化思想的国家使

命,代表了传播国的国家形象,关乎该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的学术史从先秦发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学术出版也从用甲骨、青铜、泥板、羊皮、简策、缣

帛、纸张、磁、光、电等介质和手段进行记录,发展到了计算机参与下的数字和网络传播,古代思想文

化和现代学科知识以文字、数据和图形等符号形式记载下来。三千年间,虽有汉代张骞出使西域、
唐朝玄奘西行求佛取经、明朝郑和下西洋等国际交流活动频繁发生,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历史却

发端于晚清和民国初期,因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海外归国学者伸张话语权才真正发展起来。
之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随着政治变革和时代变迁,中国的学术出

版国际化也经历了以下五个重要历史阶段。



一、1 9 世纪中后期至 1 949 年:初创奠基时期

报刊及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在中国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有关。传教士进入中国传

教是欧洲殖民主义者海外掠夺的副产品,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 1 6 世纪后半叶,但自雍正元

年(1 723)开始实行“禁教令”后,传教士的活动停止了整整 1 2 3 年。到 1 9 世纪初,虽然清政府依旧

实行专制统治且有诸多限禁,以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还

是想方设法来华传教,并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

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入华,为使传教工作更加顺利,
传教士们纷纷办起期刊,创立出版发行机构,在传布“基督教福音”的同时也传播了一些现代科学和

哲学。为消除语言障碍,传教士们利用一批忧国忧民、信奉“裨益民用”、意图向西方寻求“富国强

兵”良药的中国士大夫,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文书籍[3]。
与此同时,有志于复兴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西

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领导的辛

亥革命爆发。一批国外学成回国的爱国学者开始创办报刊和出版社,力图通过出版书刊呼唤科技

救国,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留学生为中坚力量的西学翻译者以“开民智”为由,多维度多题材

地介绍西学,如启蒙思想家严复,耗尽毕生精力翻译现代西方八大名著,向中国人展示了一套完整

的资本主义社会学系统[3]。
可以说,中国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从出现伊始就带有国际色彩。这也是中国学术出版在这一

时期的特点之一。

(一)学术期刊的出现

中国创办最早且影响最深远的学术期刊当属《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地质学会志》。
《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是缘于中国博医学会及其会刊《博医会报》的出现。清晚来华的一部分

传教士选择医学传教,他们在中国多个沿海口岸开办诊所和医院。教会医院引进的近代医学及其

实践对促进中国健康卫生事业所产生的作用也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和支持,那些倡导医学传教的

传教士们认识到,通过给上层人士治病而获得他们对西医的认可,可以促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4]。

1 886 年,传教医师们在上海组建成立了一个纯学术团体“中国博医会”,以此取代原来的“中国医务

传道会”,终结了教会在华的医学传教。为便于会员之间的交流,1 887 年 3 月,中国博医会创办了

会刊《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 sionary J ournal)[5],这是一本纯学术的英文期刊。《博
医会报》的办刊经费来自教会,内容主要反映医师们的医疗和研究工作。

传教士的医学传教培养了一批中国西医师,但是博医会一直不允许中国西医师入会,《博医会

报》也不接受中国西医师的供稿。这引起了中国西医师们的不满和愤慨。1 9 1 0 年,时任天津陆军

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的伍连德博士登报倡议成立中国西医师自己的医学团体①,引起共鸣。

1 9 1 5 年 2 月 5 日,中华医学会(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宣布成立[6]1。同年 1 1
月,《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 ournal of China)第一卷第一期出刊,分前后两个部分中

英文并列出版,暂定半月刊,由伍连德任总编辑。创刊号除发表学术论文外,还刊出了《中华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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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伍连德(1 8 7 9—1 9 60),马来西亚华侨,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北京

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 9 3 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宣言书》和《中华医学会例言及附则》,宣传了“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

洋医界”的学会宗旨[6]5。

1 9 32 年,中华医学会一举合并了中国博医会,将总第 1 7 卷的《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部分与总

第 45 卷的《博医会报》合并出版《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 ournal)第 46 卷,另
保留《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其英文译名沿用原《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刊名 National Medical
J ournal of China,以示两刊各自的独立身份。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开始按月出刊,每年一卷,每期 200 多页。由于选稿注重医学发展的

前沿,编辑重视质量认真负责,《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成为当时列入美国《累积医学索引》(The
Cumulative Index Medicus)的唯一一种中国人创办的医学杂志[5]。

虽经战乱,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在创刊后 1 0 年未被殃及,直到 1 941 年被迫停刊。不

过,在国家被分为沦陷区和大后方的乱世,杂志出现了上海版、成都版和华盛顿版三个版本。各版

虽因各自不同的条件限制不能按月出刊,但都努力坚持每年有杂志问世,直到 1 948 年恢复为月刊。
《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刊,创刊

于 1 9 22 年,每年一卷,刊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的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在学术年会中宣读的

论文等。

20 世纪初,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一批国外学成回国的地质学精英创建了中国地质调查所

和地质研究所,开展地质学研究并培养人才。1 9 22 年 2 月 3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中国地

质学会的创立奠定了我国地质学发展的基础。学会成立后不久,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一卷出

版,丁文江为主编。之后,主编人选多有变化,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翁文灏、杨仲健、黄汲清都曾担

任过此职[7]。
《中国地质学会志》为季刊,每年一卷分四册出版,主要发表英文论文,少数德文和法文,但所刊

论文均附有中文题目,有些文章还附中文摘要,重点报道中国地质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少重要发现

和重大理论的提出引起国际地质界的强烈关注,比如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期论据(1 9 22 年)和
地质力学理论的提出(1 9 2 6 年)等[8]。

(二)学术出版机构的创建

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现代印刷术进行图书出版的机构是墨海书馆(传教士开设)。随后中国人自

己创办了官办出版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南洋公学译书院,民办出版社如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这些出版机构在对中国的现代文化与教育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
对中国学术出版在国际交流与互动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1.京师同文馆等官办出版机构

严格地说,京师同文馆算不了出版机构,它是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以教授西方语言为主。
但由于教学所需的外语书籍须经编译出版后才能为学生所用,京师同文馆就负担了一定意义上的

出版社的功能。

1 862 年 8 月 24 日,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成立,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请外籍传教士教

中国学生学习西方语言,同时亦供西方人学习汉语。课程起初只设英文,后陆续增设法文、德文、俄
文、日文等语种。到 1 86 7 年,同文馆添设算学、格致(当时对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和化学等

馆,教授天文、算学、格致和化学。为方便西方书籍译成中文后编辑成册,同文馆附设了翻译处和印

书处,供翻译、编辑、出版之用。1 902 年 1 月,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改名京

师译学馆,于次年开学,专事教授外国语言文字。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于 1 86 7 年,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官办翻译出版机构,翻译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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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1 78 种[9]1 8 5 1 8 6。1 898 年成立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出版供小学使用的教科书《蒙学

课本》,成为中国人自编现代教科书出版的开端[1 0]9。

2.商务印书馆等民办出版机构

1 89 7 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悠久的民办出版机构,声名远

播。商务印书馆在创建之初即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并获其帮助。1 89 7 年,原北美长老会美华书

馆的四名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在美籍牧师费启鸿(George Field Fitch)的帮助下,
于 2 月 1 1 成立商务印书馆,并宣布“倡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出版社的宗旨[1 1]。

商务印书馆之得名,因其在创建初期承印商业簿记表册、账本、教会图书等印务之故。 1 90 1
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积极开拓业务。至极盛时期,书馆有员工 5 000 多人、海内外分馆 3 6
个、各类办事机构 1 000 多个,所出版的各种书刊占全国 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多个

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1 90 9 年起,尝试开展国际合作,与英国泰晤士报社协议印行

商务所出之《万国通史》[1 2],开启了中国出版社进行国际版权贸易的新篇章。
中华书局于 1 9 1 2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提出《中华书局宣言书》:“国之根

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1 3]2 8中华书局以编印

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不仅出中文书,也出外文书,尤其是英文。中华书局从创立至 1 949
年的 3 7 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辞海》等重要书籍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物
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战争曾变更地址至

新加坡,交与美国人打理。

3.人民出版社等共产党的进步出版机构

1 9 2 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创建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发行马

列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在国统区因人民出版社一度遭遇波折,中共中央又陆续开办了上海书店

等党的出版机构;在江西苏维埃政府设立中央出版局;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出版局和工农书店;
在解放区成立新华书店;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新华书店地区总店和分店,承担本解放区的书刊编辑、
印刷、发行任务。另外,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野战

军,都有自己的出版机构[9]2 3 3 4 3 7。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的出版事业主要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主,有关的学术出版也与宣传马

列主义理论相关,其国际化基本是单向传播,即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共产党

人和进步人士。

二、1 949 年—1 9 6 5 年:新旧更迭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各行各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出版业也不例外。学术出版进入了新旧

更迭的发展时期。

(一)出版社的建设与改造

1 949 年 1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负责全国出版机构的改造和发展。1 9 54 年出版总

署被撤销,文化部内部设立了出版事业管理局,管理全国的出版工作。

1 9 50 年至 1 9 5 7 年,一批国家级专业出版机构相继创立,如人民出版社(1 9 50 年)、科学出版社

(1 9 54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 9 54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5 5 年)等。同时,各省包括直辖市

陆续成立了地方人民出版社。此外,为促进出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 9 5 2 年成立了专门出版外文

书刊的外文出版社,1 9 6 3 年又成立了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上述新创建的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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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学术相关的出版物,其中以科学出版社最为典型。与此同时,老的民办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等由中央政府接管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在人民的出版事业中继续开展学术出版。

1.科学出版社成立

国家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社会的共识[1 4]2,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

之前就开始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1 4]2。鉴于出版工作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中
科院在成立之日(1 949 年 1 1 月 1 日)即在机关内设立了编译出版局(后改称编译局),主持出版工

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科技编译出版机构①。由于编译局不是一个独立对外的出

版单位,在开展组稿方面受到局限。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出版社于 1 9 54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
编译局的大部分编辑出版部门并入出版社,编译局作为科学院领导的建制仍保留。

1 9 5 6 年,国家制定了《1 9 5 6—1 9 6 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层面发

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国家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科学出

版社配合制订了《科学出版社 1 2 年远景规划纲要(1 9 5 6—1 9 6 7 年)》,根据国家科技发展需要,确定

各学科的长远选题。同时,出版社的产出快速增长,新书品种从 1 9 5 6 年的 2 6 1 种增至 1 9 5 8 年的

5 5 9 种,出版期刊 1 07 种[1 4]1 4。

1 9 64 年,中科院(64)院秘字第 38 号下达,科学出版社自当年 4 月起改为国营,公私合营期间

所建立的董事会也经主管机关核准裁撤。

2.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造

1 9 50 年,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的发行部门

被从原出版机构划出,联合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新华书店以外的中国第二个发行系统形成。

1 9 5 3 年 1 2 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董事会向出版总署提出全面公私合营的申请。1 9 54 年

5 月 1 日,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原商务印书馆和

中华书局的名称保留[1 5]。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改造后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无法有效利用和发挥本身具有的优势,

在人事、董事会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经文化部党组努力,1 9 5 8 年 6 月,两家单位分别与高等

教育出版社、财政经济出版社分离,恢复独立出版社的身份。1 9 5 9 年 1 1 月 2 6 日,文化部党组提出

出版社分工的建议获准,出版总署颁发通知,规定:(1)中华书局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出版我国古籍。
此外,它也适当出版一些不适宜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

代文史哲著述,但在组织这些图书时,应与上述有关出版社充分协作。(2)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翻

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编印外国语文工具书、课本和参考书。它所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

学书籍着重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名著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当代各派学术著作[1 5]。
从此,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开始了其特色鲜明的出版活动,并形成了各自的出版格局。

(二)学术期刊的创办和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学术期刊的出版与发行。 1 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
我国只有科技期刊 80 种;到 1 9 5 6 年,增至 200 种;至 1 9 6 5 年,上升为 400 种。在面向国际的外文

版学术期刊中,除了新刊的不断增加,还有老刊的改革和发展。

1.创办以《中国科学》为代表的新刊

1 9 50 年,新中国诞生不久,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性学术期刊很少,学科不全,中科院决定创办

一本综合性学术刊物,以弥补专业期刊的不足。8 月,《中国科学》中文版第一期面世,定刊期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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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到 1 9 5 1 年底,由于各专业期刊相继创办,且都以中文为主,综合性的《中国科学》中文版显得特

色不足,1 9 5 2 年,中科院决定停办《中国科学》中文版,继而创办外文版,宗旨是向国外介绍新中国

的科学成果。
《中国科学》外文版创刊时,采用的是拉丁文刊名 Scientia Sinica,中文译名沿用《中国科学》原

名。1 9 5 2 年 1 0 月,《中国科学》合并《科学记录》外文版,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

1 9 5 7 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一年后又发展为月刊。1 9 6 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科学》外文版

被迫停刊。
这一时期创办的外文版学术期刊还有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科学通报》,1 9 50 年)、

Vertebrata Pal Asiatica(《古脊椎动物学报》,1 9 5 7 年)等。另外,1 9 5 5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

医科学院联合创办了国家级中医药学术期刊《中医杂志》,该刊当时虽然是中文刊,但后来发展成了

英文刊,其发展轨迹与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要求相关。

2.改革与发展老刊

新中国成立后,老刊中的一些被沿用,还有一些被较为彻底地进行了改造。其中,《中华医学杂

志》和《中国地质学会志》最具代表性。　
中央十分重视中华医学会及其主办的医学期刊,大力支持其发展。除了最早的《中华医学杂

志》中英文版外,又创办了《中华眼科杂志》等十几种新刊。虽说都是中文刊,但所刊的文章基本都

附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为国际交流提供了窗口。

1 9 5 7 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改回月刊,此后数年,杂志所刊的论文多数水平很高,有些

研究在国际上也属领先。国外订户涉及 3 7 个国家及地区,并与 30 多个国家的 42 种杂志建立了交

换关系[5]。
《中国地质学会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杂志共出版 3 1 卷,至 1 9 5 2 年,与《地质论评》合并,更

名为《地质学报》,外文版变成中文版,但延续原卷号并附英文目次及英文摘要(1 9 6 7—1 9 7 1 年曾停

刊 4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类似的学刊还有 1 9 3 5 年创刊的 Current Zoology (《动物学报》)和创刊于 1 9 3 3 年的《物理学

报》,前者仍保持英文出刊,后者在创刊时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论文,曾用名 Chinese J ournal
of Phy sic s 于 1 9 5 3 年易为现名,成了中文期刊。

三、1 9 6 6 年—1 9 7 6 年:浩劫中的坚守时期

1 9 6 6 年 5 月,“文革”爆发,我国科学文化遭受浩劫,学术出版也遭到严重冲击,国际交流活动

基本停止。“文革”前,全国有出版社 87 家(不包括副牌),其中中央一级出版社 38 家、地方出版社

49 家,职工 1 0 1 49 人(含编辑 4 5 70 人)。“文革”开始后,许多出版社被合并或撤销,到 1 9 70 年底,
全国出版社仅剩下 5 3 家,其中中央一级的出版社 20 家、地方出版社 3 3 家,职工 4 6 94 人(含编辑 1
3 3 5 人)[1 6]。在这些遭撤销的出版社里就有科学出版社,被合并的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

(一)科学出版社的沉浮

1 9 6 9 年科学出版社机构被撤销,全体员工集中到“五七”干校。同时,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及设

在全国 1 9 个城市的门市部全部关闭,中科院印刷厂转行印刷非科学类书刊。科学出版社的业务工

作停顿。1 9 70 年,中科院决定以科技宣传出版小组人员为基础,再选调部分原科学出版社、原科学

普及出版社的人员组建一个新的“科学出版社”。当年 5 月,科学出版社恢复建制,下放“五七”干校

的人员陆续返京归队。1 9 7 3—1 9 7 6 年,部分书刊恢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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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出版物都带有“突出政治”、“配合现实斗争”的时代特色,科技图书也不例外。科学

出版社推出的图书数量较多的也是“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介绍工农业生产经验的

科普读物。有关国际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出版社从 1 9 7 3 年起组织翻译出版了在世界上有

着广泛影响的美国《科学年鉴》(The World Book Science Annual),译者和编辑呕心沥血,使得这项

高品位翻译工程在“文革”中得以诞生并持续下来,直到 1 9 90 年才由于版权合作未能达成协议而

停止[1 4]2 0。

(二)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离合

“文革”开始后,商务印书馆被换上“东方红出版社”的新招牌,中华书局也一度改名为“人民文

化出版社”。1 9 6 9 年 9 月底,两家单位的职工被全部下放至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之后不久,被
“出版口”合二为一,取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革”之前两家单位职工相加共有 3 5 7 人,其
中编辑 1 7 5 人,到 1 9 70 年底,留在北京的仅有 1 6 人,其中编辑 6 人[1 6]。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基本

停顿,商务印书馆则以“东方红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主席语录》俄文本和英汉对照本。 1 9 7 1 年,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商务印书馆克服重重阻力修订出版了《新华字典》,中华书局则完成了

被迫停顿的“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中华·商务在“文革”时期的努力,使我国的辞书和学术出版工作得以在小范围里艰难维持,还

因此保护了一大批老学者和翻译家[1 7]。“四人帮”覆灭后,国家出版局于 1 9 7 9 年 8 月 1 1 日宣布中

华·商务分离,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各自恢复“文革”前的建制。

(三)学术期刊的停刊和复刊

“文革”期间,学术期刊停刊复刊备受折腾,损失严重。另一方面,大部分学术期刊最后得以复

刊,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和编译工作者在困境中的坚守精神。

1 9 6 6 年 8 月,中华医学会下的所有医学杂志,除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外,全部停止出

版。1 9 6 6 年 1 0 月至 1 9 68 年整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被迫更名为 China's Medicine(《中国

医学》)[6]1 5 7,名为月刊,一年却只出了三期,内容仅极少数为医学论文。但美国《累积医学文献》仍
将其列入,没有遗忘[4]。随着“文革”愈演愈烈,由于科研工作中断,科研骨干被压制,论文作者匮

乏,杂志于 1 9 6 9 年 1 月不得不停止出版,直到 1 9 7 5 年才得以复刊。整整 6 年的全面停刊,造成了

我国医学文献史出现断层,留下了一段空白和遗憾。1 9 7 5 年复刊初期,多数文章仍与学术无关。

1 9 7 1 年底,中科院决定恢复出版外文刊 Scientia Sinica (《中国科学》)和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1 9 72 年,20 年前停办的《中国科学》中文版刊出了一期试刊,1 9 7 3 年第一

季度《中国科学》正式复刊,刊期为季刊。一年后,以中、外文两种版本分别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
国科学》均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其中文版的每期平均印数为 2 6 000 册,外文版为 6 000 册,中文版

的最高发行量一度达到 3 万多册,充分体现了当时广大读者对科技书刊的渴望和需求[1 8]。
《中国科学》复刊后,一些重要学术论文得以发表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如中科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等单位协作完成的关于胰岛素晶体结构的研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

究等相关论文均为当时填补空白的世界级成果[1 4]2 1。

四、1 9 78 年—2008 年:恢复与改革创新时期

1 9 7 6 年,“文革”宣告结束。 1 9 78 年至 2008 年 30 年里,国家主管部门数度更名和升级,由

1 9 85 年 7 月 2 5 日文化部内设的国家版权局发展到 1 9 87 年 1 月的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版权局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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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再于 200 1 年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升格为正部级机构,继续与国家版权局合署办公。出版社

则从恢复正常、扩建规模到改革创新,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不仅英文学术期刊在品种和数量上有所

突破,越来越多的中文期刊也要求作者同时提交论文的英文摘要等,体现了中文期刊的国际化诉

求。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走出去”已成为一项重要战略国策指导着出版业的思想和行动。

(一)出版社进行市场化改革并“走出去”

1 9 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科技大发展把科技出版工作带进了一个黄金期,同时,也给学

术出版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大批著名科学家恢复学术研究,成果倍增;“文革”十年书荒

后,全国图书市场销售异常火爆。1 9 83 年国家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政策,出版业走向市

场经济的大舞台,出版领域的变革和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转轨,实现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的身份转变。

1.科学出版社依托品牌探索市场化

面对挑战,科学出版社在尝试多种经营的同时,争取到了中科院从 1 9 89 年开始每年 300 万元

额度的科学出版基金,以支持期刊和重点图书出版。同时恢复“龙门书局”副牌,扩大出书范围,做
到“以书养书”。2000 年 6 月,以科学出版社为核心企业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正式成立,并被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列为改革试点单位。2004 年,出版社综合竞争能力在全国科技出版社中的排名由

1 9 9 5 年的第 1 2 位上升到第 1 位。在实现身份转变的同时,科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品种和规模不

断增长,并努力推动科技成果的国际交流。至 2004 年,对外合作机构从原来的几十家发展到了

200 多家;每年向欧美国家输出优秀科技图书 200 多项,输出数量居全国第二、科技类出版社之首。

2.商务印书馆强化品牌“走出去”
商务印书馆在 1 9 7 9 年 8 月与中华书局分离后,朝着回归传统特色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

来,商务印书馆在坚持出辞书、译名著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在“走出去”的战略指导下积极开展版权

贸易,强化了品牌,赢得了市场和声誉。为更好地发展学术出版,商务印书馆专门设立了译作编辑

室、著作编辑室、科技编辑室等编辑机构,同时秉承传统发展版权贸易,至 2008 年,商务印书馆已与

牛津大学出版社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朗文、蓝登书屋、哈佛大学出版社等境外近五十家著

名出版机构保持密切合作。

3.外研社从无到有发展迅猛

1 9 7 9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了以外语出版为特色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积极开展国际

合作,于 1 9 83 年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了第一项版权贸易协议,之后陆续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麦
克米伦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汤姆森学习集团、柯林斯集团,以及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 2006 年,国际合作项

目已达 3 000 余种,合作模式也灵活多样。

(二)英文学术期刊数量增加引起世界关注

学术期刊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里发展迅猛,就英文版的数量而言,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飞

跃:从 1 9 78 开始至 20 世纪 80 年代,诞生了 1 50 种科技期刊。之后,由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国际

化要求更多的对外交流,引发了 1 9 90 年至 1 9 9 5 年间的又一次出版高峰[1 9]。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颁布的《20 1 6 年版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进行统计,1 9 90—1 9 9 5 年五年间创办的科

技类英文期刊有 46 种。进入 2 1 世纪,2000 年至 2008 年新一轮出版高峰中诞生期刊 7 5 种。从质

量和影响力看,中国的英文科技期刊已经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据美国汤姆森《期刊引证报告》
(JCR)显示,2007 年《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达 7 6 种(未含我国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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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2 0]2。同时,英文人文社科期刊正式面世,并于 2000 年出现了创办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的热

潮[2 1],中国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开始了中国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

1.科技类期刊拓展办刊,重视质量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的英文科技期刊主要以传承历史为特点,而且期刊的主办单位也就中科院

一家,或独立办刊,或与个别相关学会联手。1 9 78 年以后,不同领域相关机构纷纷申请办刊,呈现

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越来越有自信的中国科技人旨在通过出版英文版科技期刊,用“世界通用的语

言”向国际同行展现中国人在不同学科领域取得的成果。
《中国科学》的做法是拓展办刊,通过分刊或合刊的办法,将原来的《中国科学》按学科门类细

分,使其逐渐走上了系列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道路。同时,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与国际知名出

版机构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多种期刊被 SCIE 和 EI 收录。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则在提高期刊文章质量上狠下功夫,以“高、新、特”的要求精选来稿、

认真编辑,使杂志进入了世界著名医学刊物之林,从而提升了发行量,并与国际上 6 6 个国家 7 60 多

种杂志建立了交换关系。从 1 9 90 年起,杂志交由英国倍格曼公司海外总发行。
为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1 9 88 年 3 月 Acta Geologica Sinica-Eng lish Edition(《地质学报(英

文版)》)正式复刊,发表《地质学报(中文版)》中已刊论文的英译本。9 年后,《地质学报》中英文版

开始分别接受来稿,作者来源遍布世界各地,刊物的国际化程度令人瞩目。
高校科技期刊开始崭露头角。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同济医科大学)于 1 9 78 年创办了

高校第一份外文医学期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英德文版)》,这也是高校创办的第一份外

文科技期刊,显示出了长远发展的学术视野:站在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思想高度,走国际化的出版道

路。2007 年成为我国第一份被 SCIE 收录的医学院校学报[2 2]。

2006 年 1 0 月 2 7 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了 2005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

论文数量排序,我国排在世界第 4 位,首次超过德国,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2 3]。一年后,2006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在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已跃居世界第 2 位,仅次于美国[24]。然

而,这些上升的数据反映的都是发表在国外期刊的中国作者的论文情况,中国自己开办的期刊虽在

2008 年已有 147 种被 SCI收录,但其论文和期刊的质量与国际科技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人文社科类期刊开启“文化走出去”之旅

国内第一种人文社科类的英文版期刊是 Social Science s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

版)》)。这是本季刊,1 9 80 年创刊,旨在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
理论动态和学术研究信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人文

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信息之窗,也是国内学者与国际同行交流的文化之桥。
人文社科类的英文版期刊发展较为缓慢,继《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之后,到 1 9 9 1 年才有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现代国际关系》)问世,接着是 1 9 9 3 年创刊的 China &
World Economy(《中国与世界经济》)。后者走的是国际合作的发展道路,2005 年与国际著名出版

公司威立 布莱克威尔签订合作协议,2006 年起杂志由中方负责文章组稿、编辑、出版和国内发行

等工作,外方负责电子版的出版和海外发行事宜。由于进入到国际期刊的出版行列,同年 8 月,杂
志被美国经济协会主办的 J 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经济学文献期刊》)列入其文献索引系

统,9 月,入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学术刊物与国际合作的先河。
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杂志从此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创办的人文社科类英文版学术期刊还有 Annals of Economic s and Finance(《经济学

与金融学年刊》,2000 年)等近十种,刊物的主办机构包括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教育部等三大

系统,体现了国家希望通过出版发行英文版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向世界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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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诉求和决心。“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正在以“出版走出去”作为先驱,全面呈现。

(三)数字化出版模式开始兴起

改革开放之初,互联网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但中国的精英人士已感到了世界的脉动,一些人率

先行动了起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龙源期刊等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陆续

建成,中国开始进行与世界出版业同步发展的尝试与实践。1 9 9 6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

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1 9 9 9 年 6 月,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

起的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CNKI,中国知网)工程启动;2006 年,国家“十一五”重大网络出版工

程《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鉴定验收;2008 年,中国知网与施

普林格出版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全面出版施普林格的数据库内容,我国读者可以同时查到中国知网

和施普林格的各类文献资源,快速了解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进展。
同一时期,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0 年),推出万方数据“知识服务系统”(2008 年),并

与中华医学会在北京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获得中华医学会旗下 1 1 5 种医学核心期刊的独家数字

出版权,树立了信息服务商与信息资源源头合作的范例。1 9 9 3 年成立的维普网依赖其建成的《中
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文献数据库之一。1 9 98 年 1 2 月试运营、1 9 9 9 年 6 月正

式开通的龙源期刊网,因具有完备的网上交易结算功能和简繁体字转换功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

期刊网之一。
世界出版业态时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的理念不断涌现。2007 年 4 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举

办了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主办的“2007 年国际学术期刊展·中国”,展会向众多权威学术期

刊所属出版社介绍了开放存取阅读方式。2007 年 6 月,世界权威学术期刊 Nature(《自然》)启动网

络出版物《自然中国》网站(www.naturechina.com.cn),宣布任何读者可以通过《自然中国》免费阅

读在 Nature 上刊登的中国科学家的科研论文,该网站也会将优秀的中文学术论文推荐给世界[2 5]。
开放存取、免费阅读等人性化服务概念的引入,为中国正在兴起的数字化出版提供了推力和参

考。同时,出版业开始意识到网络时期质量控制对于学术出版的独特意义。2008 年起,我国一些

英文期刊先后申请加入用于帮助学术出版者验证出版文档原创性的最新工具 CrossCheck,期望在

继续坚持全面严格的国际审稿体制的基础上,与全球出版者合作,共同维护学术期刊的学术声誉。

五、2009 年至今:转型升级持续发展时期

新时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影响着各行各业,出版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

遇:一方面,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出版业国际化转型的宏观政策方针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以网络和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为基础的数字出版倒逼传统出版

转型升级。学术出版的有关各方开始审时度势、谋篇布局:政府部门加大管理与支持力度,出版社

转型升级、抓紧“走出去”,期刊质量不断提高、快速与国际接轨。新形势下,“崛起了的中国该如何

提升学术出版话语权”的问题开始引起广泛的思考和讨论。

(一)政府重视制定规划并增加投入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 20 1 1 年 4 月 20 日颁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通

过大力推动版权、数字出版产品、实物出版产品、印刷服务、新闻出版企业“走出去”,拓展出版“走出

去”国际营销网络,构建“走出去”人才体系,形成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新格局,显著增强我国新闻

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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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国际出版话语权,《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印发〈新闻出版业 “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学术期刊重点工程建设,推动

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将“国际论

文总被引次数进入世界前 5 位”这一目标实现的时限提前到了 20 1 5 年,并在提出目标要求的同时

加大了资金投入。20 1 2 年 1 2 月 1 2 日,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启动实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

计划,首期三年时间,投入近亿元打造我国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通过“以奖促建”的方式,重点支持

培育一批优秀的英文科技期刊,拓展英文科技期刊的规模[2 6]。20 1 3 年 9 月 1 8 日,中国科协联合财

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六部门,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

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该项目至 20 1 6 年仍在继续。项目设 A、B、C、D 四类,按每刊 200 万元、1 00
万元、50 万元和 50 万元的款项支持所选期刊。

(二)出版单位转型升级直面全球

深化转企改制,挑战与机遇并存。“十一五”期间,国内出现了多个出版公司。它们不仅将原来

的出版社合并升级,还把原本独立的一些期刊社兼并且扩大发展。扩容升级后的出版集团成效开

始显现,据美国《出版商周刊》公布的全球出版业排名数据分析,20 1 2 年进入全球出版 50 强的中国

出版企业已有 3 家,相比前 5 年翻了 2 倍。与此同时,英文期刊的数量开始增加,质量明显提高。
至 20 1 6 年,带 CN 号的英文学术期刊升至 307 种。20 1 5 年汤森路透公司发布的 20 14 年度《期刊引

证报告》显示,我国(未含台湾地区)被 SCI 收录的英文版科技期刊 1 5 6 种[2 7]。
此外,中国的数字出版技术以及统计评审工具也在快速与世界同步。20 1 0 年 1 0 月 2 5 日,由

科学出版社和国家科学图书馆共同设计开发的 OA 期刊集成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

取平台正式发布上线[2 8]。20 1 2 年 1 2 月 2 7 日,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

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共同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 1 2 版)》,标志着我国学术期

刊有了统一的国际影响力认证标识[2 9]。同时,我国数据库网络平台建设愈加成熟,内容涵盖面越

来越广,以中国知网为例,仅《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有关数据库成员,已经从最初的《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发展到了包括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文献、年鉴、统计数据、工具书等在

内的各种专门数据库。中国数字学术产品正随着全球数字化阅读时代的到来,成为走出去的重要

内容,彰显着生机和活力。

(三)学者关注话语权问题并探讨重建评价体系

然而,相比国家的投入和企业的付出,我国出版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尽如人意。图书贸易总金额

仍存在较大逆差:20 1 3 年,我国图书进口数量 85 7.89 万册,进口金额 1 2 054.66 万美元;出口数量

1 7 3 7.58 万册,出口金额 5 2 1 6.38 万美元[3 0]。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5 年 10 月发布的《中
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4 年 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为 26.35 万篇,连续第六年排在世界第

二位[3 1],而 2014 年我国英文版学术期刊(未含台湾地区)被 SCI(多数为 SCIE)收录的只有 1 56 种。
针对图书贸易逆差,学者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去寻找应对意识形态、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等之

良策,思考如何改善出口图书有关设计以更适应西方读者的思维模式、阅读习惯和表达方式[3 2]。
就如何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人们不约而同地检视起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3 3 3 4]。科技

政策导向偏颇,“以刊评文”,把是否被 SCI、SSCI 或 A&HCI 检索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学术期刊优

劣的流行做法,使得大量优秀学术论文外流,居于世界领先的中国学术精英们撰写的前沿性文章在

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者寥若晨星,没有为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做出多少

贡献。这些外流的优秀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还受惠于国家的某些基金项目资助,由于项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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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未对期刊国别设置任何限制和要求,作者往往选择国际影响力高的期刊发表论文以证明或提升

成果的学术价值,国家的资金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等同于外流。
而同一时刻,精明的国际出版商却已经行动了起来。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中国科

学家为主要作者群体的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成为国际出版商和外国读者关注的对象。自 2000 年

开始,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率先进入中国,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代表处,招募中国优秀员工为他

们推介产品并吸引中国期刊加盟。中国的学术期刊很多也乐意采用“借船出海”的国际合作出版模

式,希望利用国际出版商提供的平台和国际销售渠道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影响力。据冯韬[3 5]、
任胜利[3 6]的统计,至今我国与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合作的有 CN 号的英文科技期刊已超过

1 30 种,另有少量与 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Wolters Kluwer
等国际出版商合作出版[3 7]。此外,还有出版单位在积极申请 CN 号创办国内英文科技期刊的同

时,申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号),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办刊,杜耀文、宁笔称仅 20 1 5 年以此

种方式创办的刊物就有 9 种之多,其中,与 Springer Nature 合作创办的新刊达 5 种[2 7]。
与国际出版商合作,使用他们的网络平台和国际销售渠道,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在打开海外发行

市场、扩大期刊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其中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由于国内

期刊和国际出版商对合作的目的和态度有所不同,加之国内期刊的市场意识较为薄弱,且对国际版权

业务不熟悉,我们的期刊出让了不少利益[3 7]。而且,由于控制力弱,期刊自主发展的道路受阻。
“借船出海”的功能需要深化研究和评估,“用别人的船航海”教会我们的应该不仅仅是航海技

术。如今中国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学术期刊运营的生态环境与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我们

有来自国家的大量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有功能完善的与国际水平相当的网络平台,可以说,提升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的硬件已基本成熟。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重构评价体系,吸引

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国内外论文作者,使他们愿意将最新的发现、最优质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人自主创

办运营的期刊或平台上。一个来自于国家高层的可以撼动整个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战略决策,以及

一项利国利民政策的强制性实施,可以有效防止中国优秀学术论文流失并吸引国外优秀论文在中国

的期刊或平台上发表,中国人在全球学术出版领域中的话语权应该有富于中国特色的标准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 14 年,在“中国梦”的语境下,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学术出版是基于这“四个自信”的文化和科技

传播活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传递先进科技信息和成果是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时至今日,只要我

们的施政者理性务实、学者同心协力、出版人不辱使命,我们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在中国学术出版国

际化的实践中建立自信和威信。

[参　考　文　献]

[1 ]J.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 les of Morals and Legis l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 823.
[2 ]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语 言 研 究 所 词 典 编 辑 室:《现 代 汉 语 词 典》(第 7 版),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20 1 6 年。

[Dictionary Editing Room Language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7th),Beij 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 1 6.]

[3 ]李建中、雷冠群:《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 1 1 年第 7
期,第 84 86 页。[Li Jianzhong & Lei Guanqun,″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in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Dynasty-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Learning Translation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Early Republic of China,″J 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o.7(20 1 1),pp.84 86.]

26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7 卷



[4 ]高晞:《传教和行医: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 9 9 6 年第 4 期,第 3 9 80 页。[Gao Xi,″Medical
Mission in Modern China,″J ournal of Dialectic s of Nature,No.4(1 9 9 6),pp.39 80.]

[5 ]钱寿初:《〈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百年史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 9 90 年第 2 期,第 5 5 60 页。[Qian
Shouchu,″A Hundred Year of Chinese Medical J ournal,″Chinese J 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o.2
(1 9 90),pp.55 60.]

[6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百年纪念画册:1 9 1 5—20 1 5》,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 1 5 年。[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entennial Album:1 9 1 5 20 1 5,Beij ing:

Chinese Medical Multimedia Press,Co.,Ltd.,20 1 5.]
[7 ]张银玲:《中国地质学会及其创办的地质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 1 年第 4 期,第 3 1 6 3 1 7 页。

[Zhang Yinling,″Chinese Geology Society and Its Geological Journals,″Chinese J 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o.4(200 1),pp.3 1 6 3 1 7.]

[8 ]张银玲:《中国地质学期刊的演进》,《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5 年第 4 期,第 3 3 38 页。
[Zhang Yinling,″The Evolvement about Journals of Geology in China,″J ournal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Agriculture & Forestry Education),No.4(2005),pp.33 38.]

[9 ]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85 年。[Zhang Zhaokui,The Summa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History,Taiyuan: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 9 85.]

[1 0][法]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 8 9 7—1 949 》,李桐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J.-P.Drege,Shanghai
Commercial Pres s:1 8 9 7 1 949,trans.by Li Tongshi,Beij 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0.]

[1 1]宋缨:《商务印 书 馆 与 中 国 现 代 出 版 文 化》,《出 版 科 学》2004 年 第 5 期,第 7 1 74 页。[Song Y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Culture of Chinese Modern Publishing,″ Publishing J ournal,No.5 (2004),

pp.71 74.]
[1 2]《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编写组:《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9 7 年。[Editing Group

of A Hundred Year of the Commercial Pres s,A Hundred Year of the Commercial Pres s,Beij ing:The
Commercial Press,1 9 9 7.]

[1 3]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1 9 1 2—2002》,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Editing Board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The 90th Anniversary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1 9 1 2 2002,Beij 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2.]
[1 4]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 60 年(1954—2014)》,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Ltd.,

Sixty Years of Science Publishing in China,Beij ing: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Ltd.,2014.]
[1 5]方厚枢:《我了解的商务印书馆若干史事———八十回望访谈录》,《出版科学》2009 年第 1 期,第 9 7 1 0 1,9 2

页。[Fang Houshu,″A Retrospective Interview about the Memory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t Eighty Years
Old,″Publishing J ournal,No.1(2009),pp.97 10 1,9 2.]

[1 6]方厚枢:《1 9 6 6—1 9 7 6: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中华读书报》20 1 4 年 1 月 8 日,第 2 版。[Fang Houshu,

″196 6 1 9 7 6:The Memory of the Commercial Press,″China Reading Weekly,20 1 4 0 1 08,p.2.]
[1 7]佚名:《“文革”中学人的保护伞》,《东方早报》20 1 2 年 9 月 2 6 日,第 B03 版。[Anon.,″The Shelter for

Scholars in′the Cultural Revoluntion′,″Dongfang Daily,20 1 2 09 2 6,p.B03.]
[1 8]《中国科 学》杂 志 社:《〈中 国 科 学〉、〈科 学 通 报〉大 事 记》,http://www.scichina.com/miniplatform/

memorabilia,20 1 6 年 9 月 4 日。[Science China Press,″The Memorabilia of Science China and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http://www.scichina.com/miniplatform/memorabilia,20 1 6 0 9 04.]

[1 9]张月红、王森、林昌东:《国内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发展历史和国际化的实施举措》,《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3
年第 1 4 期,第 7 54 7 5 7 页。[Zhang Yuehong,Wang Sen & Lin Changdong,″Development of English
Vers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China and the Implementary Strategies of Internalization,″Chinese J 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No.14(2003),pp.754 7 5 7.]

[20]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2009)》,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 ournals by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Beij ing: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09.]

36第 5 期 陆建平: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进程研究



[2 1]李存娜、吕聪聪:《中国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 1 5 年第 4
期,第 1 6 8 1 83 页。[Li Cunna & Lü Congcong,″The Internalization of English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s in China,″ J 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4
(20 1 5),pp.1 68 1 83.]

[22]罗建周、刘小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模式变迁与发展进路》,《科技与出版》20 1 6 年第 8 期,

第 1 28 1 34 页。[Luo Jianzhou & Liu Xiaoyan,″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ST Journals of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ation,No.8(20 1 6),pp.128 1 34.]

[23]中国科学 技 术 信 息 研 究 所:《2005 年 度 中 国 科 技 论 文 统 计 结 果》,http://www.istic.ac.cn/portals/0/

documents/kxpj/2005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pdf,20 1 6 年 9 月 4 日。[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Statistical Data of Chinese ST Papers 2005,http://www.istic.ac.cn/

portals/0/documents/kxpj/2005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pdf,20 1 6 0 9 04.]
[24]马铮:《2006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中国信息导报》2007 年第 1 1 期,第 1 页。[Ma Zheng,

″Statistical Data of Chinese ST Papers 2006 Released,″China Information Review,No.1 1(2007),p.1.]
[2 5]金煜:《权威期刊〈自然〉“进军”中国》,2007 年 6 月 1 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7－06/1 1/

content_6 22 5 90 1.htm,20 1 7 年 4 月 30 日。[Jin Yu,″Authority Journal Nature Enters China,″2007 06 1 1,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7－06/1 1/content_6 22 5 90 1.htm,20 1 7 04 30.]
[2 6]刘莉:《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签约》,20 1 2 年 1 1 月 30 日,http://h.wokej i.com/j bsj/yb/

20 1 3 1 1/t20 1 3 1 1 07_ 540647.shtml, 20 1 6 年 9 月 4 日。[Liu Li,″Contracts Signed:Plan on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ST Journals by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 2 1 1 30,

http://h.wokej i.com/j bsj/yb/20 1 3 1 1/t20 1 3 1 1 07_540647.shtml,20 1 6 0 9 04.]
[2 7]杜耀文、宁笔:《成绩·挑战———20 1 5 年度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发展回顾》,《科技与出版》20 1 6 年第 2 期,第

28 34 页。[Du Yaowen & Ning Bi,″Performance and Challenge:Review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
Journals in English Version of 20 1 5,″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ation,No.2(20 1 6),pp.28 34.]

[28]王坤宁:《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于 2 5 日上线　为科技期刊走向国际搭建桥梁》,《中国新闻出

版报》20 1 0 年 1 0 月 2 6 日,第 1 版。[Wang Kunning,″Open Access Journal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ent Online on October 2 5,Constructing Bridges for ST Journals Going Abroad,″ China Pres s and
Publishing J ournal,20 1 0 1 0 2 6,p.1.]

[2 9]王保纯:《我国学术期刊有了国际影响力认证标识》,《光明日报》20 1 2 年 1 2 月 28 日,第 1 版。[Wang
Baochun,″China's Learned Periodicals Finally Hav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ertification Indicators,″
Guangming Daily,20 1 2 1 2 28,p.1.]

[30]佚名:《2013 年中国出版物进出口情况统计》,2014 年 8 月 28 日,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4/08/

28/175027xi10.shtml,2016 年 9 月 4 日。[Anon.,″Statistics on 2013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of Publications,″
2014 08 28,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4/08/28/175027xi10.shtml,2016 09 04.]

[3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的整体表现》,20 1 5 年 1 0 月 22 日,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1 5 5 7-930 1 5 8.html,20 1 7 年 4 月 30 日。[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 Papers,″201 5 1 0 22,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 5 5 7-930 1 5 8.
html,20 1 7 04 30.]

[32]王关义、鲜跃琴:《我国出版业国际化转型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出版》20 1 5 年第 8 期,第 38 41 页。
[Wang Guanyi & Xian Yueqin,″Curr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with Internationalization Transition
of China's Publishing Industry,″China Publishing J ournal,No.8(20 1 5),pp.38 41.]

[3 3]张春海:《学术期刊大发展评价体系须完善》,《中国社会科学报》20 1 3 年 5 月 1 5 日,第 A01 版。[Zhang
Chunhai,″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ed Periodicals,the Evaluation System Must Be Consummated,″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20 1 3 05 1 5,p.A01.]

[34]李树民、刘华初:《反思中国学术重建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 1 5 年 3 月 4 日,第 B04 版。[Li
Shumin & Liu Huachu,″Rethink about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Reconstruct Evaluation System,″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20 1 5 03 04,p.B04.]

46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7 卷



[3 5]冯韬:《国际合作出版英文科技期刊的现状和未来》,《出版广角》20 1 5 年第 9 期,第 5 6 5 7 页。[Feng Tao,

″Actuality and Future about Publishing English ST Journals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View on
Publishing,No.9(20 1 5),pp.5 6 5 7.]

[3 6]任胜利:《20 1 4 年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发展回顾》,《科技与出版》20 1 5 年第 2 期,第 9 1 3 页。[Ren
Shengli,″Review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 Journals in English Version of 20 1 4,″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ation,No.2(20 1 5),pp.9 1 3.]

[3 7]徐丁尧、步召德:《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出版合作探索》,《科技与出版》20 1 6 年第 8 期,第 6 2 6 5页。[Xu
Dingyao & Bu Zhaode,″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operation for Chinese English ST
Journals,″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ation,No.8(20 1 6),pp.62 6 5.]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Academic Publishing
Lu Jianping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28,China)

Abstract:To go international is now one of China's national guiding strategies for her academic
publishing yet a hard nut to crack.Although the number of SCI cited articles written by Chinese
writers has currently ranked second in the world since 2009,China's home-made j ournals are still
scarcely enlisted among those with high impact factors and have played a literally negligible role
in the world academia,for which China's academic publishers as well as related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much been tormented.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now a hot topic and attracts
nation-wide attention.China's academic publishing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over 3 000 years,

however,her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didn't virtually start until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established j ournals and set up publishing
houses inside China.After her first homemade academic j ournal National Medical J ournal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 9 1 5,China began her endeavor to seek opportunity to speak ou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has experienced lots of ups and downs.The
vicissitudes that China's academic publishing has come through are worth a systematic retrospect
and a research in a deep-going way.This article,one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al Funding Proj ect 1 3BXW01 6, records the efforts that the publishers have made in
presenting China'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o the world,and sums up what China's academic
publishing has accomplished in gain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since late Qing Dynasty,by
dividing the course into 5 periods and arranges them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1)period of
founding (1 887 1 949)when both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pioneer Chinese publishers
created j ournals and established publishing houses;(2)period of alternation (1 949 1 9 6 5)from
the day whe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until the eve of so called″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is period newly established Chinese home-made academic
j ournals were growing together with those left over from before 1 949;(3)period of perseverance
(1 9 6 6 1 9 7 6)when editors and publishers under-went harm and destruction but still stood fast in
the havoc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4)period of restoration (1 9 78 2008)when China
initia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d renewed her home-made academic publishing;
(5)perio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when most China's publishing houses have
undertaken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publishing has generally been upgraded in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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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Focusing on the right of speech,the article ends up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voice of
China's home-made academic publish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by putting forward a
proposal t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nnovate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to perfect
the eco-environment of China's academic publishing in the internet era when China is developing
along with the world at the same speed.To promote her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China's
academic publishing should consciously abide by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and be more confident in building up prestige in the world.
Key words:China;academic publishing;internationalization;research;proposal

“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顺利举行

“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国际研讨会于 20 1 7 年 7 月 3 1 日至 8 月 1 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

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

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的理论研究,对美学界和艺术理论界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

做出理论论证。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王杰

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教授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柯蒂斯·卡特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彭锋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系

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美学协会执行委员)、傅其林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青年学

者)、徐枫教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等四十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王杰教授主持。徐枫教授致开幕词,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做主题演讲。他回顾了西方最近三百年

批评的发展历程,指出今天的艺术批评出现了两大问题:一是艺术经典价值判断已不再适用;二是哲学使艺术批评工作边

缘化,质疑了批评的基础。会议帷幕由此拉开。
学术演讲是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彭峰教授的演讲题为“吹捧或怒怼:艺术批评在中国”,指出吹捧或怒怼是当代中

国商业化艺术批评的两面。柯蒂斯·卡特教授认为,门罗·比厄兹利、阿瑟·丹托、诺埃尔·卡罗尔强调了三种不同的批

评重点:描述、解释、评估。王杰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有双内核的动态双螺旋结构,两个关键内核分

别是“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悲剧人文主义在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的各种艺术表达中得以重建。何艳珊博士

提出,“审美幻象”的出现乃是由人类的意识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现实世界所导致的,克服“幻象”的出路有两个:其一是

透过“审美幻象”,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现实关系,以纠正人们的既有认识偏差;其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完善人类的认

知结构,从源头上杜绝“幻象”的出现。王婧副教授的演讲题为“作为一种共存模式的感受式聆听:中国的声音实践”,她认

为中国的声音实践包含着声音制作和声音表演规律,已经超越了文化意义本身。换言之,中国的声音实践承载着感受式

聆听,这是一种共存模式。许仁豪助理教授的演讲题为“摩登与激进的变奏:谈张献早期戏剧与上海现代性的关联”,以
“摩登”与“激进”为美学分析切入点,论述张献戏剧的“海派戏剧”特质,海纳百川的上海既东既西,既新既旧,唯有上海这

座中国现代性“发迹”的城市才有可能涵纳张献持续不断的“摩登”与“激进”。
会议闭幕式由徐枫教授主持,徐枫教授、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柯蒂斯·卡特教授、王杰教授分别做总结致辞。

期间,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还就一些议题与参会者开展了进一步讨论,并在现代性理解的多元性、东西方艺术批评的

差异性、当代艺术批评和美学结合的必要性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本次会议议题是当代美学研究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具国际视野,可谓中学西学并行不悖,精博

兼具;各板块均设有主题发言和讨论环节,研讨充分,互动性强。会议深刻反映了海内外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研究

领域最前沿的信息与走向,推进了学科研究的进程。
(石然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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