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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情况：期刊总数

2010年我国出版期刊9884种，其中科技期刊
5387种( 2000年全国出版期刊8725种，其中

科技期刊4490种）,科技期刊占总数的54.50%。

科技期刊5387
种，占54.50%

社科期刊4497
种，占45.50%

1. 整体情况：期刊总数

在5387种科技期刊中，高校科技期刊有1494
种，占27.73%。其中季刊、双月刊、月刊占
93.17%，即中频和高频期刊占绝对优势。

其他1155种，占

21.44% 高校1494种，占

27.73%

科研院所1399
种，占 25.97%

科协系统1339
种，占 24.86%

1. 整体情况：期刊总数

在1494种高校科技期刊中，自然科学类期刊有
474种，占总数的31.70%。其中冠以《某某大学
学报》名称的有600多种，约占总数的40%。

其他类20.10%

农业科学类5.90%

工程与技术类
15.90%

自然科学类31.70%

医药类26.40%

1.整体情况：中国作者在国内科技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2010年中国作者在国内1998种科技期刊上共发
表论文 53.06万 篇，相比2009年增长 1.8%。是
2001年中国作者在国内1447种科技期刊上发表论
文20.32万篇的2.61倍。中国科技期刊质量和影
响力上升趋势明显，期刊的总被引频次为2001年
的4.28倍，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规范化程度有所
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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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情况：中国科技期刊被《SCI》收录情况

2010年中国科技期刊被《SCI》收录138
种，和2001年收录的67种相比翻了一
番，居世界各国第9位，占收录总数
8005种的1.72%，远远落后于美国的
2697种。

1. 整体情况：中国发表《SCI》论文的情况

2010年中国（含港澳地区）发表《SCI》论文14.84万
篇，和2001年的25849篇相比增长了4.74倍，居世界第
2位(1987年，《SCI》收录的中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的
数量在世界的排位是28位)。2010年美国发表《SCI》
论文39.01万篇，是中国论文的2.63倍，中国的《SCI》
论文数量在短期内不可能超过美国。

中国2010年在《SCI》发表的14.84万篇论文，这些论
文需要双月刊（年发文150篇）1000种期刊，或者月刊
（年发文量300篇）500种期刊才能发表。

1. 整体情况：中国发表《Ei》论文的情况

2009年中国科技期刊被《Ei》收录217种，和
2001年107种相比翻了一番，占收录总数5100种的

4.25%。

《Ei》2009年收录期刊论文40.94万篇，增长
3.18%，其中中国论文（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
9.79万篇，居世界排名第一。是2001年收录总数
18578篇的5.27倍。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3.9%，超
过第二名美国7个百分点，比前一年增长9.5%。

若不含港澳地区论文，则中国共计发表9.31万
篇，比上年增长9.4%，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2.7%，
依次数据排名，也居世界第一位。

1. 整体情况：中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的情况

2010年，中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203篇，
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中心将各个领域的SCI期刊按影响
因子大小分成四个区，其中一区和二区为高影响因子论
文，三区为中等影响影子论文，四区为低影响因子论文。
其中，一区和二区的一小部分杂志被列为顶尖学术期刊
（Top Journal)（其中，地学20种，地学天文2种，工程
技术99种，管理7种，化学28种，环境科学17种，农林科
学17 种，社会科学2 种，生物62种，数学21种，物理27
种，医学164种，综合3种，共计469种）。

1. 整体情况：中国发表《自然》论文的情况

中国在世界著名三大科学期刊《Nature》

《Science》《Cell》发表论文数近年也急
剧增加，以《 Nature 》为例，2011年全球
在《自然》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3425篇，其
中中国论文数量为225篇，占6.6%，是2000
年12篇的18.75倍。

2. 基本态势：官方认可

1998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21
条)，其中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
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
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第二条）

高等学校学报工作是高等学校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组成部
分，学校应加强对学报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定期研究学
报工作；检查学报的政治方向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
方针政策的情况；重视并关心编辑部建设，采取切实措
施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与业务学识水平，提高
学报的办刊质量和水平。（第六条）

学报编辑人员属于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学报编
辑人员的职务评聘、生活待遇以及评优表彰等方面应与
教学科研人员同等对待。学校应为编辑人员进修学习、
进行学术研究和参加必要的学术活动提供条件。（第十
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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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态势：官方认可

教育部官员称：高校学报工作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出
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
窗口，在引领高校教学科研方向，推动学科建设，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育部一直非常重视高校学报工作，从1989年以来，科
技司主持开展了10余次高校学报和科技学术期刊的审读
评优活动，积极鼓励和支持高校建设“精品·优秀·特色”
科技期刊，推动和促进高校学报和科技学术期刊的整体
质量的提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精品科技期刊”教育
部已经列入计划，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基本态势:学校重视

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听说那所大学停办了

学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都对学
报（科技期刊）非常重视，一般都由负责
科研的校长（副校长）主管，由校长（副
校长）或著名学者担任编委会主任 （ 主

编），定期研究学报工作，学报经费有保
证。但也不可否认，学报在某些学校有被
边缘化的倾向，编辑不能和教学科研人员
享受同等待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3. 改革现状：出版模式

高校学报改革的讨论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批评意见是综合性、
内向性、一校一刊、频次低（论文发表时滞长）、学术水平不高、
发行量少等，要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

十多年来，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多数学报提高了出版频
次，改季刊为双月刊和月刊，改大综合为小综合，出版专辑，特
别是在2000年前后部分高校合校之际，抢抓机遇，改大学学报为
专业期刊，也有个别高校学报将学报改为专业期刊。虽然有一些
高校成立了学术期刊社、杂志社，但在改变一校一刊模式，走集
约化道路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至于综合性的弊端，目前已经进入电子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绝
大多数学报都加入了各种大型数据库，综合性期刊发表的文章和
专业期刊发表的文章在网络中处于同等地位，检索不便的问题随
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得到解决；所以，综合性并不是学报改革
的根本所在，对于某一个学校来说，综合性目前还是无法改变的。

基本界定

高校学报 高校学报是横向地反映某高校

教学科研的最新成果，推动教学和科研向
高层次发展。

专业期刊 专业性期刊是纵向地反映某专

业的科研进展和动态。

创办专业性期刊

在2000年部分高校合并之际 ， 有的学校审时度
势，抢抓机遇，利用原有期刊资源，不是简单的
将原学报简单改为《某某大学学报》（**版），
而是积极争取创办专业性期刊，长安大学的《建
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原《西北建筑学院学
报》）和《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原《西安地
质学院学报》）就是成功的案例。除此而外，也
有一些学校将学报改为专业期刊，但是不多。

创办专业性期刊

《医学争鸣》(Negative）由第四军医大学主管、主办,樊
代明院士主编, 是原《第四军医大学学报》的延续。以反

映发明与创新、 否定与假说、探索与发现等前沿医学思
想，传播医学领域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成就，服务医学科
学研究和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为宗旨。主要报道医学学术方
面的各种看法和观点，注重理性的交锋、实证的研讨和冷
静的争论。意欲打造为科技期刊中的“航空母舰”。2010年

改刊至今，发行量已从创刊伊始的4万册突破12万册，为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发行量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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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英文期刊，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

西安交通大学2011年将原来的《西安医科大学学报》
（英文版）申请改为《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药物分析杂志），2012年起，和荷兰爱思维
尔公司合作，利用其在线平台，开放阅读。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2009年 创办《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Science》(国际口腔科学杂志)，2011
年即被SCI-E收录，2012年，《IJOS》和英国自然出版集
团合作，借助《Nature》的在线出版平台，采取OA模式，
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和国外著名出版集团合作，借船出海已成趋势，2006年

斯普林格推出的包含87种中国期刊的“中国在线科学图书
馆”，就有科学出版社的11种期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27
种期刊，以及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英文期刊。

国际出版集团化的典型

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公司，总部设在海
德堡，创建于1842年，是目前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和医学领域中全球最大的出版社和第二大科技
学术期刊出版社，年出版1700余种期刊和5500种
新书，特别是在网络出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它早在1996年就推出了全球首个电子期刊全文数
据库——SpringerLIink（斯普林格在线）。

国际出版集团化的典型

荷兰爱思维尔（Elsevier）公司，总部在阿姆斯特

丹，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其他科学文献出版社
之一，旗下有综合性和专业性期刊3000余种，包
括著名的《柳叶刀》、《细胞》等，每年有25万
篇论文在其公司出版的期刊中发表。

3. 改革现状：管理模式

据2008年有人统计（220家），隶属关系：

编辑部直属主管校长者131家，占59.55%；

隶属于科研处46家，占20.90%；

隶属于出版社7家，占3.18%；

其他19家，占8.63%。

3. 改革现状：版面费收取

收取版面费的有155家，占总数的70.45%；

不收版面费的41家，占18.64%；

不明确者24家。

4. 几点思考

（1）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特别是大学自然科
学学报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期刊系统，有着坚实的社
会基础和学术基础，这种特有的学术期刊在我
国已经成为一种高等教育制度或一种办学模
式，是教学科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当继续
巩固发展，不断完善。高校学报的发展不能偏
离其基本功能。高校学报的改革牵扯到我国教
学体制的改革，当外部社会环境还不能适合学
报的条件时，就要依照某种理想化去改，其结
果适得其反。取消高校的办刊权，形成社会化
办刊是不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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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几点思考

（2）内向性是高校学报与其他学术期刊相区别质的规

定，是高校学报生存的基础。应坚持以内稿为主、外稿为
辅的原则。如果刊登的外稿比例大于50%，那还能成其冠
名大学的学报吗？从目前看，抛弃或者削弱高校学报的内
向性都是不合适的。

任何一家学报的质量都受本校师资力量、学术环境和
科学水准的制约，学报发展方向受学校性质特点的规定，
学报的个性特色决定课题和人才结合的状态，并受该校所
处环境和地域的特殊影响。只要承认不同层次的高校在科
研和教学水平上的差异，那么就应该承认学报的学术质量
和水平的差异。

4. 几点思考

（3）高校学报经营的目的在于社会效益和
学术影响，追求的是被引率、文摘率等指标，
以及对社会的启迪作用。高校学报的特征带来
的正负效应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作为文化
建设、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特殊文化事业，
与教育、科学研究一样，同样需要投入 ，毫无
保留的地与市场拥抱，将会丢失我们所拥有
的，并最终失去市场。

4. 几点思考

（4）高等学校近1500种科技期刊的总规
模已大致定型，也基本适应现阶段高等教育
发展的市场需求，创办新刊或办半月刊规模
化扩张的路子并非发展主流，占93.17%的季
刊、月刊和双月刊已构成高校科技期刊的主
体。

4. 几点思考

（5）精品科技期刊和综合性科技期刊特色化已

成为现阶段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即从规模扩大化转向内
涵发展学术质量，特别是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的最
大化追求，或者从单一的窗口性向整合社会资源，
突出优势学科或地域科技文化特色，为研究生教育
服务，以及培育新兴学科和兴学育人的复合型功能
拓展。要明确目标，合理定位，分层次办好各类高
校学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4. 几点思考

（6）从目前看，纸质期刊和电子版（网
络版）将会长期共存，比翼齐飞，所以办好
纸质期刊仍是整个编辑工作的基础和立足
点，但必须将重点转向数百倍、千倍于纸质
期刊发行量的网络传播，追求学术影响力的
最大化。要完善和优化传统出版资源的数字
化传播平台，在平面媒体深度的服务、促进
期刊出版模式的改变等方面下大力气。

4. 几点思考

（7）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成败与否是当
前高校科技期刊竞争取胜的关键和瓶颈，只
有将此作为整个期刊工作的核心，才能求得
生存和发展，才能应付高校科技期刊面临的
市场化、专业化、虚拟化、国际化、集团化
挑战，也才能在未来的市场重组中不至于被
边缘化或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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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点思考

（8） 在数字时代，伴随着内容载体、阅读习惯、出版

形式、传播方式的变化，编辑在选题策划和编辑加工时要
更多地考虑数字出版因素，基于不同的阅读需求、阅读习
惯、阅读群体、内容载体、阅读平台等展开针对性的编辑
加工，为内容资源寻找合适的呈现方式，譬如纸质出版、
电子书、数据库、复合出版等。

传统编辑一定要强化自身的专业优势，做学者型、研

究型编辑，同时要密切关注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努力了
解数字出版技术，紧跟数字出版步伐，将自己塑造成为既
懂传统出版又懂数字出版的复合型编辑。

5.努力方向

认清形势，明确方向, 脚踏实地, 

合理定位, 服务学术, 创新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