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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以“平台支撑、集约发展——让

更多一流期刊脱颖而出”为主题的第十九届中

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我国科技期

刊领域的“大咖”悉数参会。

“经过‘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卓越计划’）一期的培育，单刊的发展已经

摸索出一些经验和规律，科技期刊的集群化、自

主出版平台的建设也初见成效。”中国期刊协会

副会长李军说，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到了一个拐

点，“下一步，推进集约发展应该是重点”。

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科技期刊，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期刊集群，是科技领域现阶

段的一个重要议题。此前中国科协已就此开展

了系列座谈和调研。2023年下半年，由全国政

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带队的

调研组在北京、上海等地，围绕“科技期刊发展”

密集展开调研。

“这些调研的一个重点就是自主平台的建设

和期刊的集约发展。”多次参与调研的李军对科技

日报记者表示，“大家都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

展，我们期刊的‘造船’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了。”

乘产业聚合“东风”

有科期刊出版（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有科出版”）总编辑钱九红对 6 年前的座谈会

记忆犹新。

“当时，中国科协召开关于科技期刊发展

的系列座谈会，会上强调要打造我们自己的国

际一流期刊，推动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尽快

实现‘造船出海’。”钱九红说，“由于我国缺乏

高水平科技期刊，此前，不少优秀成果只能‘借

船出海’，发表在国外期刊上。面对‘中国人写

论文—中国人付费在国际期刊发表—中国人

再花钱买电子版’的窘境，打造世界一流科技

期刊，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2018年，中国科协领导接连召开数次调研

会，与学会、科技期刊及出版机构负责人深入

座谈，聚力推进一流期刊建设，并称之为中国

科协“头号工程”。

同年 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

通过《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意见》，次年，该意见正式发布。随后，中国科

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新闻出版署、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7 部门联合启动“卓

越计划”。该计划设立了 5家集群化试点单位。

“多种迹象表明，中国科技期刊的春天来

了。”钱九红说，彼时，有科出版树立了打造中

国有色金属期刊出版集团的战略目标。

但万事开头难。“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引入

了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作为战略合作者。”钱九

红说，此前，国内在期刊作价入股方面的相关

规定不清晰。

幸运的是，有科出版成为“卓越计划”集群

化试点单位之一，享有跨地域、跨部门、跨学科

办刊试点政策。钱九红说，有科出版推进了有

色行业的期刊资源、数字化资源融合发展，探

索了“校企刊”跨地域协作模式，构建了工程技

术领域科技期刊集团化发展路径。

经过近5年的建设，有科出版刊群期刊数量

已由最初68本增加至近80本，刊群期刊影响力

大幅提升，SCI期刊影响因子平均提升219.66%。

有科出版不是个例。2021 年 5 月，中宣

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

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学术期刊集

群化发展试点，以优质学术期刊为龙头重组整

合资源，建设一批导向正确、品质一流、资源集

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学术期刊集群。

李军说，在系列政策推动下，科技期刊出现

了令业界瞩目的“刊群现象”——期刊集群不断

涌现，优质资源加快聚集，期刊生态加快重塑。

科学出版社通过国际并购、中外合资的方

式扩展期刊规模，打造包括《中国科学》杂志

社、科爱公司、法国 EDP 出版社等在内的综合

型科技期刊出版集团，刊群规模达到 568种，营

收位列全球科技出版公司第八位；中华医学会

与国内知名医院、医学院合作办刊，做大“中华

医学”期刊品牌，集聚期刊 206种。

与此同时，我国科技期刊的刊群品牌影响力快

速提升。科学出版社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国

家科学评论》为核心，打造多学科期刊集群，79种期

刊被SCI收录，59种位于Q1区，《国家科学评论》影

响因子超过20，位列学科前5%；高等教育出版社与

中国工程院合作，集合工程科技领域前沿系列英文

期刊38种，《工程》在全球工程综合领域排名第一。

筑自主平台“根基”

“数字出版平台作为现代科技期刊出版和

传播的载体，是打造科技期刊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支撑。”李军说，在“卓越计划”推动下，我国

科技期刊自主平台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

6 月 30 日，科技期刊新质生产力建设研讨

会 暨 SciOpen 创 新 大 会 2024 在 清 华 大 学 召

开。会上，清华大学出版社发布其自主开发的

科技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 SciOpen2.0。

在“卓越计划”支持下，清华大学出版社于

2019 年底启动 SciOpen 的建设工作，并于 2022

年 6 月上线该平台。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上线

86种英文科技期刊，超过 2.5万篇文章，用户来

自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副主任张莉记

得，第一本从国外出版平台回归的期刊是《先进

陶瓷》。“这本杂志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主编认为回到我们自己的出版平台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于是提前一年和外方通知合约到

期后不再续约，2023年初上线到SciOpen。”

为什么一定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出版平台？“这是解决我国基础研究

‘两头在外’（选题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仪器

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

刊和平台上发表）问题的关键一环。”张莉说。

此前，我国不少优秀英文期刊依托国际出

版平台出版发行，对快速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

国际影响力非常有帮助。但是随着期刊的不

断发展，其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在这一模式中，论文涉及的所有原始数

据都由国际出版机构存储，我们的绝大多数期

刊没有自己的数据库，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数据资产。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不利于我国

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张莉告诉记者。

让张莉特别高兴的是，在此次研讨会当

天，《纳米研究（英文）》《摩擦（英文）》两种高水

平期刊宣布，将于 2025 年 1 月开始在 SciOpen

平台出版发布。

更多出版方在为打造自主出版平台而努力。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魏均民在该社工作

二十多年，深感建设数字化出版平台的迫切。

“杂志社旗下有 158种期刊，总社直接编辑

出版期刊 36 种，另外 122 种期刊委托出版，编

辑部分布在全国 18个省份。过去，各个期刊编

辑系统相对独立，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出版、发

行和传播效率都受影响。”魏均民说。

怎么办？必须搭建集约平台，将期刊“拧

成一股绳”。早在 2013 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期

刊便开始探索集约化、数字化出版。2019年以

来，得益于“卓越计划”的支持，中华医学会杂

志社平台建设提速。

以平台建设为抓手，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建

立了统一的投审稿、智能云排版、发布和传播、

生产、经营系统，重塑了编辑出版流程，不仅加

强了各个编辑部的联系，提升了出版效率，系

列期刊内容的质量和审核流程也实现了统一。

此外，科学出版社在既有 SciEngine发布平

台基础上，自主研发SciCloud投审稿系统、编辑

排版系统、稿件管理系统，实现采、编、发、存全

流程一体化，在线运营期刊数量超过450种；《中

国激光》杂志社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打

造公益性智能知识服务产品，平台年访问量超

亿次……我国数字出版平台正逐步成长起来。

扬集约发展“劲帆”

在肯定我国科技期刊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的同时，很多业内人士也深感形势紧迫。

通过实施“卓越计划”，单刊建设已经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有 284 种

SCI收录科技期刊，整体水平排名全球第六，和

排名第五的瑞士（313种）水平接近。

“过去几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科技期刊有能

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但必

须承认，总体来看，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几

年，‘单兵作战’模式必然向‘集团军’模式发展。”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张铁明说。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仍以单刊经营为主，

少数处于集群化、平台化进程中，期刊集团化

发展尚未获得重要突破。”钱九红坦言。

魏均民分析，受现行出版管理体制影响，刊

号资源在不同主体间流转尚有一定困难，期刊

出版资源整合集聚进展缓慢。“中华医学会杂志

社作为国内期刊出版规模最大的集群，期刊数

量只有数百量级，与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国际

出版巨头动辄一两千种的出版规模相差甚远。”

与此同时，我国科技期刊自主平台的影响

力仍然不足。“科技期刊尚未形成完整的数字

出版生态链，尤其是缺乏有影响力的一体化科

技期刊学术出版服务平台。”魏均民说。

在张莉看来，现有国内平台运行时间短，

知名度、影响力和服务能力、推广能力与国际

成熟平台仍有较大差距，出版伦理、版权管理、

标准规范等还不太完备，“导致部分期刊因担

心影响学术指标或进入重要数据库，对迁移到

国内平台积极性不高”。

“首先要继续推动期刊管理体制改革。”魏

均民认为，例如，允许在保持期刊主管、主办、

属地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推动采编与出版异地

分离，由期刊编辑部负责内容生产，出版企业

提供期刊全流程出版服务，快速集聚出版资

源，形成规模效应。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陈超志建议，期

刊加强以学科为纽带的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全国

学会专家等学术资源优势，提高学术期刊内容质量

和水平，扩大影响，并加强集约化出版与运营。

在此次论坛上，与会专家一致表示，要继

续大力做强自主出版平台，推动我国科技期刊

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

“优质的自主平台将助力我们实现从‘借船

出海’到‘造船出海’的战略性转变。”中国高校科

技期刊研究会秘书长张昕说，以平台建设支撑集

约化发展，提升学术资源聚合服务能力，让更多一

流期刊脱颖而出，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

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从长远来看，中国科技期刊界更宏大的愿

景是让我国科技期刊成为世界一流成果的聚

集地、全球学术交流高地。《镁合金学报（英

文）》主编、重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潘

复生在当天的论坛上说，在一批国际知名的专

家作为编委或审稿人的加持下，该杂志来自国

外的论文数量保持在 50%以上，欧美等发达国

家的稿数大幅增多。

“我们希望最顶尖的专家、最高水平的成果

在《镁合金学报（英文）》发表的比例达到 60%—

70%，甚至80%以上。”潘复生说，“希望我们的期刊

成为全球镁及镁合金领域高水平成果的发布平

台，成为全球同行发表镁论文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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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刊突围到集群发展从单刊突围到集群发展——

我国科技期刊加速我国科技期刊加速““造船出海造船出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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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科技期刊犹如一颗璀

璨的明珠，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在引

领科技发展的征程中熠熠生辉。一流的科技

期刊对于支撑高水平科技创新、掌握前沿技术

和战略高技术研究话语权至关重要，是建设创

新型国家体系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加大，科技期刊

发展迅速，但其国际影响力还不高，尤其缺少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名刊、大刊。选题从国外

学术期刊上找、仪器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

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这

一“两头在外”问题是我国科研界、期刊界多

年的隐痛。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新时

代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2019

年，《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意见》出台，中国科协、财政部等 7 部门联合

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卓越计划”），我国加快了培育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的步伐。

在该计划推动下，大部分优秀科技期刊

影响力大幅提升，领军期刊头部效应初步显

现，期刊集群化、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数据

显示，近几年，SCI 收录的期刊总量增长不到

4%，中国进入SCI期刊数量却增长了25%，进入

Q1区期刊数量增长了 2倍。《中国科技期刊产

业发展报告（2022）》指出，“卓越计划”为推动

我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夯实进军世界科

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培育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路还很长。我国多数期

刊办刊方式较为传统，传播和服务意识不足，

国际化能力不强，在全球学术出版体系中话语

权较弱。我国科技期刊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撑

和服务作用还有待加强。

建设科技强国需要更多高水平科技期

刊。当前我国高水平 学 术 产 出 越 来 越 多 ，

全球期刊界也面临着开放科学所带来的范

式 变 革 ，我 们 不 能 满 足 于 现 有 水 平 ，应 拿

出“ 一 万 年 太 久 ，只 争 朝 夕 ”的 精 神 ，争 取

到 2035 年 ，科 技 期 刊 综 合 实 力 跃 居 世 界 第

一方阵。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做则必成。在机遇与

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我们要以世界眼光和国际

标准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一流期刊建设，努

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针对我国科技期刊发

展面临的整体性、结构性问题，亟待进一步解放

思想、深化改革，有机协同、多点发力，充分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让更多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脱颖而出，助力打造学术发表的主场优势，推动

学术成果的现实转化，提升国际交流和开放合

作的水平，加速中国与全球科技界的广泛深度

融合，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培育更多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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