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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 科 技 期 刊 史 ，见 证 壮 阔 科 技 史 。 自

1665 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

刊《哲学汇刊》以来，科技期刊便成为科技大事件

的重要推手，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更直接体现国家

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

正因为如此，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被置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突出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

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发起

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鼓励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率

先在我国期刊、平台上发表和开发利用。这为我

国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指明了方向。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引领我国科技期刊

由大向强，我们的“底子”如何，“底气”何在，具备

怎样的“底蕴“，又该如何加固“底层”？科技日报

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底子：世界科技期
刊前列增添许多中国
身影

“我国已成为期刊大国，但缺乏有影响力的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这是 2019 年中国科协、中

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

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在开篇语里作出的判断。

随着几年来的实践，人们已经发现，世界科

技期刊前列增添了许多中国身影。数据分析公

司 科 睿 唯 安 2023 年 公 布 的《期 刊 引 证 报 告》

（JCR）显示，中国期刊《细胞研究》影响因子达到

44.1，蝉联世界影响因子百强期刊。《电化学能源

评论》《分子植物》《园艺研究》《先进陶瓷》等多个

中国科技期刊位居本学科领域影响因子全球第

一。近几年 SCI 收录的期刊总量增长了不到

4%，而中国进入 SCI期刊数量增长了 25%。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离建设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已经不远了呢？

“世界一流期刊必须是能够持续、集中地刊

登某一个学科或多个学科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

的科研成果的载体，其论文必须对学术、技术、产

业等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能够

引领某个领域，甚至对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产生较大影响。”凝聚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朱邦芬曾对世界一流期刊的内涵和外延作出

这样的表述。就客观情况看，我国的科技期刊在

“重大影响”和“较大影响”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

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3）》（以下

简称《蓝皮书》）统计，2022 年中国作者发表 SCI

论文总数，是中国 SCI 期刊发表论文数的 19 倍

多。这意味着大量中国作者的成果发表需要依

靠海外科技期刊，我国科技期刊对一流成果的承

载能力还远远不够。

同时，《蓝皮书》也显示了当前我国科技期刊

出版“小而散”的处境。截至2022年底，中国科技

期刊总量为 5163 种，分属于 3218 个主办单位。

77.13%的主办单位仅主办1种科技期刊。这些飘

散四处的星星之火，尚需汇聚以成燎原之力。

如今，在国际上，科技期刊向大型出版机构

集中已成明显趋势。为了提升市场占有率，国际

大型出版机构不断强化集群化发展。以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为例，截至 2022 年，其旗下的《自

然》子刊就有 65 种，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学科领

域，同时还以每年 3种子刊的速度扩张。

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的集群发展在平台

加持下已显加速之势。截至 2023 年，中国科学

院主管主办期刊已达到 400 余种，自有的 Sci-

Engine 平台技术建设和资源集聚初具规模，包

含近 450 种期刊、39 万余篇论文，总下载量超过

3800 万次。中华医学杂志社搭建运营的“中国

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已覆盖来自全球 30 余个

国家的读者。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群，还期待更多“高

原”的崛起，教育部科技委学风建设与科学传播

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

长张铁明说：“目前国内的科技期刊建设滞后于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期刊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的

支撑和服务作用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是期刊人正

在努力改变的现状。”

底气：中国已经具
有国际一流的稿件源和
作者群

2022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

破 3 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 2.5%，基础

研究投入比重连续 4 年超过 6%。夸父探日、青

藏科考、微纳卫星、量子传输、质子治疗等一批重

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如今我国不仅是国际

前沿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

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已经具有国际一流的科技稿件源，这

将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提供稿件源和作

者群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杨卫对此充满信心。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3 年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各

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首次升至世界第

一，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均排

在世界第一。这表明，我国科技论文质量已经发

生跃升。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有可裸眼观察遗传转化

的植物通用性便捷报告系统；面向经济主战场，

有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有降低电磁污染的新型导热屏蔽复合材料；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有针对抗新冠病毒候选药物筛选

实验性研究成果……我国科技期刊正在快速抓

住这些一流成果评鉴和记录的主动权。

国家对科技期刊的政策支持，带动和引导了

一批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

来，国家相关部门先后推出“精品科技期刊工程

项目”“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

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等一系列专项财政支

持项目。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部长刘兴平

在 2023 年中国期刊高质量发展论坛上指出，

2018至 2022年，经过五年的发展，我国国际学科

排名进入 Q1 区（前 25%）的期刊增加了 99 种，学

科排名居于前 5%的增加了 45 种，排名学科前三

的增加了 28 种。其中，15 种期刊学科排名位居

第一，4种期刊影响因子超过 30，进入全球百强。

曾经“借船”出海的期刊，也在探索归国自主

“造船”之路。2022 年 12 月，多次蝉联本领域影

响因子世界第一的《先进陶瓷》，结束了与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长达 11年的合作，转为依托清华大

学出版社自主研发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国际出版

平台 SciOpen。

“要办就办世界一流！不是关起门来办一

流，而是到世界上争一流，这是我们共同践行的

办刊理念。”清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兼期刊中心

主任石磊告诉记者：“清华大学科技期刊群目前

有 45 种期刊，出版内容已覆盖清华大学 60%的

‘双一流’学科，在信息科学、纳米科学等领域已

经形成一定的出版规模、品牌特色和国际影响

力。我们要把内容集群化和平台智能化结合起

来，努力为国家高水平基础科学支撑平台和开放

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一流学科、一流期刊和一流科学家，正在形成

协同发展的纽带关系。“中国海洋大学拥有 12个

ESI前1%的学科，每个学科领域在我校海洋特色学

术期刊群中，都有至少 2种学术期刊提供学术支

撑，形成了特色优势学科与学术期刊融合发展、相

互支撑的关系。”中国海洋大学期刊社社长杨立敏

介绍道，正是这样的“通力合作”，才使得创办《海洋

生命科学与技术（英文）》4年来，影响因子就达到

5.7，在海洋与淡水生物学领域全球排名第五。

来自湘江两岸的例子也可以成为印证。中

南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地采选冶材”有色

金属学科体系链。翻开其《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的红色封面，一页长长的编委名单映入眼帘。

“创刊至今的 32年时间里，这份名单中已经

产生很多院士。现在，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院士

几乎都在这份名单上。世界一流的学科群和科

学家，给了我们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底气。”

中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杨保华说。

底蕴：中国科技期
刊正处于科技回答时代
之问的重要时期

1898 年，居里夫妇发现了新元素钋，两人合

写了论文《论沥青铀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

质》。他们在投给法国科学院《论文汇编》发表之

前，就已经把原稿寄回祖国，用波兰文发表在华

沙的画报月刊《斯维阿特罗》上，让她的同胞能第

一时间看到成果。

1926 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

术馆，就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

野考古发掘达成协议，约定论文要用中英文撰写

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这在当时难能可

贵。科学家对祖国的热爱深深地投射在世界一

流科技成果上，科学家精神深嵌在科技期刊的骨

子里，今天依然在赓续。

港珠澳大桥已开通 5年，不仅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互联互通奠定基础，更创造出世界工程技术

领域多个第一。“聚焦高铁、桥梁等‘中国超级工

程’的学术论文，或许引用率不是很高，但它记载

了我国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成果和研究进展，

解决了一些世界性难题，国际上是非常关注的。”

杨保华告诉记者。

“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提升质量、超越一

流。”翻开《意见》，第一部分写着这样 16 个字。

当科技发展正在回答时代之问，科技期刊又该怎

样呈现？科技期刊能否从成果发布交流平台升

级为支撑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平台？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主办的《分子植物》正在尝试把中国的科研成

果和中国元素共同制作成杂志封面，推动中国的

科研成果和文化同时走向世界。《中国科学院院刊》

作为中国科学院高端智库的“名片”，为中国科学院

的发展、国家宏观战略与决策的制定发挥了导向

和支撑作用。《航空学报》走进一线科研机构，围绕

“卡脖子”技术策划出版“大飞机专刊”“空间机器人

专刊”等几十个重磅专刊或专栏，获得业界高度认

可。《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组织了“港珠澳

大桥”“智能建造——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天眼

（FAST）运行维护中的关键技术”等专题或专刊，探

索高校学报“开门办刊”之路。《煤炭科学技术》走进

国家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等生产一线，开展煤

炭科技大讲堂、科技论文写作培训活动100余次，

助力生产一线科技成果产出……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中国道路正在慢

慢铺就，也牵动着更多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士、

古鸟类学家周忠和研究员在《科学通报》刊文指

出，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文、英文期刊各自

承载不同功能，应当明确自身定位，并充分考虑

哪些具体研究具有区域、文化的独特性。

杨保华认为，科研工作坚持“四个面向”，我国

科学家解决的很多本土问题都是世界性难题。期

刊核心竞争力应该由其发表论文的原创性、创新性、

前沿性决定，而不是由语种和国别决定，这是我国中

文和英文科技期刊都应该保持的态度和定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秘书长

刘筱敏告诉记者，开放、交流是科学与生俱来的本质

属性和文化基因。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方

法可以跨越语言障碍。我国中文和英文期刊都需

要进一步增强对国内外学者的吸附能力，汇聚更多

优秀科研成果，健全自主可控的学术交流渠道，进行

全球范围的传播，让科研成果惠及全球发展。

“我国的科技期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比起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时代使命、科学使

命、国家使命，还是任重而道远。”在 2023上海科

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大会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细胞研究》前主编裴钢谈道。

底层：同向发力不
断夯实建设世界一流科
技期刊的基础

记者在采访时，多位期刊界人士谈了自己

的体会：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当务之急是提

高期刊的编辑素养和编辑的科技专业水平；基

础是一流人才支撑和动能激励机制；关键是创

新前沿关注和选题视野；重心是科学表达和平

台传播；要害是评价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本质是

创新成果的引领力和论文发表的吸附力。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 442种英文科技期刊中，403种依赖

海外平台出版。“单刊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大多

处于依附地位，在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没

有主动权，难以获得规模化发展效益。”有科期刊

出版（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九红坦言。

“单纯靠逐步创办新刊来增加办刊数量的

方式效率低、成本高，难以实现快速规模化发展

的目的。”她建议，“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

推动科技期刊的集团化、集约化发展，加大对出

版单位集群化、集团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鼓励跨

地域、跨部门办刊，支持期刊出版单位找准定

位，探索构建资源深度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好的机制创新，就会让道路走得更宽阔一

些。”《园艺研究》主编程宗明建议，一流科技期刊

培养编辑人才不仅需要期刊发挥能动性，更重要

的是健全的激励机制和广阔的成长空间，让期刊

编辑人员更有归属感。同时，中国科技期刊要兼

顾学术声誉和商业价值。此外，他期待能够提高

我国科技期刊在科研成果评价中的应用。

《园艺研究》自2018年起，开始尝试利用社交

媒体建设学术社区，打造建立在高质量期刊基础

上的学术生态圈。5年后的今天，该期刊已经建成

一批成熟的学术交流社群，通过学术交流社群招

募云实习编辑等举措，探索逐步引导科研人员从

“读者—作者—协同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和流动。

“我们编辑部 6 个人，做着 3 本刊物。人手

紧张，我们就创新机制，吸引大家自建自治。”程

宗明介绍。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魏均民一语道破当

前的发展瓶颈：“优秀的期刊出版人才，尤其是

复合型期刊出版人才、优秀英文编辑相对不

足。”据《蓝皮书》分析，我国刊均从业人数集中

在 4—7 人区间的期刊占 45%。

我国期刊编辑往往不仅要做前端的选题策

划，还要兼顾后期的宣传，从头做到尾。杨保华

指出，“没有专业化的人才分工、完善的人才体系，

编辑个人的专长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人才是

基础问题，中国科技期刊要面临的考验还很多。

在 11 月 23 日公示的 2023 年度卓越行动计

划优秀人才案例遴选汇编项目拟入选案例中，

优秀主编人选不乏梅宏、饶子和、王恩哥等中国

科学院院士，记者还欣喜地看到《科学通报》《森

林生态系统》《工程》等期刊的优秀管理人。卓

越项目孵化的期刊人才底层架构渐成体系。

中流击水时更需“弄潮”。新时代科研范式

的变革，更需期刊人从整体、开放和系统的维度

共同营造期刊生态。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秘书长张昕认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是文化自信尤其是创新文化自信的体现，而创新

文化自信正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精气神”。据

了解，于11月29日在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国科

技期刊发展论坛，将围绕“开放 信任 合作——

科技期刊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题，进行

深入探讨。

不负“一流”使命，在关注世界一流科技成

果上闯出科技期刊中国道路。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中国的科技期刊正朝着世界一流科技

期刊目标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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