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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出路

周午纵

(英国圣 安德罗斯大学化学系 )

[摘 要 l本文分析了 目前中国科技期刊的现状
,

认为办好科技期刊最重要的因素是主编和编审

工作 以及稿源的国际化
,

要重点扶持儿个期刊走向世界
,

要解决 国内期刊出版周期过长的问题等
。

【关键词 」 中国
,

科技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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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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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的数量达到近 4 700 种
,

但 能够

在国际上流行的却是寥寥无几
。

这样的现状与中国

科技的高速度发展是不相称 的
。

据报道
,

科技部和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已经下决心用

几年时间来整顿 中国科技期刊
,

期望重点支持几个

国内一流期刊走 向世界
。

这是很令人鼓舞的消息
。

有人以为
,

我国期刊的质量上不去
,

主要的问题

是资金短缺
。

他们希望 国家出资把期刊扶持上一个

台阶
。

我认为启动资金 固然很重要
,

但是
,

一个期刊

的长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主编
。

主编可以决定办

刊的方向
、

组织得力 的编辑人员
、

扩大稿源
、

开拓市

场
。

因此
,

国际上许多重要 的期刊主编不是活跃在

科技前 沿 的著 名科学 家
,

而是全 职办刊人
。

比如

《N a tu er 》
,

《 s e i e n e e 》
,

化学领域 的 (( A n g e w
.

C h e m
.

》
,

材

料领域的《 A dy
.

M at er
.

》等等期刊的主编都是这种情

况
。

也有大量专业期刊的主编由科学家兼任
。

但是

兼任并不是挂名
,

他们同样必须花大量 的精力来把

握办刊方向
,

扩大稿源
,

保证和提高所刊登论文的质

量
。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表面化学家 D va 记 iK gn 教授

原来是《c he m
.

P h y s
.

eL tt
.

》的主编
。

去年他出任英

国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后不再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

作为期刊主编所应该进行 的事务了
。

对他来讲
,

唯

一的选择是马上辞去主编职务
。

中国有许多期刊的

主编 由名人挂名
。

他们很少参与具体的工作
。

如果

没有一个能力强的实际主编把全部精力投人到处理

期刊 日常的工作中来
,

这样的期刊是缺乏生命力的
。

一个期刊按专业或地 区的分布任命多个 主编
,

一个

国家的期刊任命外 国科学家做 主编
,

在 国际上也是

常有的事
。

考虑到文字和国情 的特殊性
,

中国期刊的主编

由外国人担任似乎不合适
。

但是
,

编委会
,

稿源和审

稿专家的国际化则是必须的
。

当今世界哪一种高水

平的学术期刊不是国际化的呢 ? 我们所崇拜 的《N a -

ut er 》和《cS i en ce 》期刊都各 自在全世界有强大的顾问

团和审稿人网
,

而且在好几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

中

国期刊要上一个 台阶
,

稿源必须国际化
。

中国当前

的科技期刊的编委和审稿都局限在 国内
,

这样的状

况怎样争取境外稿源 呢 ? 我听到一种反对意见说
,

中国人的事情为什么要外国人来管 ? 难道我国科学

家连审稿的能力都没有 ? 如果这种意见出自政府官

员倒可以 理解
,

他们考虑 问题的角度有其特殊性
。

但 出自一些资深科学家之 口
,

就令人费解 了
。

中国

足球为什么要 冲出亚洲
,

走 向世界 ? 为什么中国的

体育健 ) L非得到国际赛 场上让外国人评头论足呢 ?

美 国
、

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科技论文
,

甚至国家

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材料
,

送到国外去评审
,

这并不意

味对本国科学家不信任
,

而是要 习惯那些 国际游戏

的规则
。

我们一方面对 S CI 索引
、

影响 因子等等重

视到近乎崇拜 的程度
,

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的事情

不要外国人管
,

显得很滑稽
。

编审工作和稿源的国际化
,

可以从一批和中国

科技界已经有 了良好关系的国外科学家 (包括华裔

科学家 )
,

有成就并在国外学术单位取得稳定职位的

部分留学生中做起
。

这个条件我认为现在已经成熟

了
。

也许有的人认为在国外高水准的国际期刊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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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了
,

有好文章寄去发表就是了
,

没有必要发展我

国科技期刊
。

当然
,

写论文和办期刊没有直接 的关

系
,

这就像培养运动员和拥有本国籍 国际裁判一样
。

对一个体育项 目而言
,

有国际级裁判不见得就有世

界冠军
,

但拥有国际级裁判对一个 国家在该项 目上

的整体水平提高和持续发展是有相当重要作用 的
。

对于办期刊和做文 章的关系来说
,

办期刊的重要性

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

何况
,

一旦我们有了一些在 国

际上有相当影响力 的期刊
,

我国科学家 的优秀科研

成果不一定都要寄到国外去
。

在特殊情况下
,

变通
一

下也方便
。

国内科学家不愿意向中国期刊投稿
,

除了中国

期刊在国际上影响力太小外
,

另一个原因是期刊的

出版周期太长
。

出版周期是当前国际学术期刊之间

竞争的主要参数之一
。

一般是快报 3 个月
,

全文 6

个月
。

电子版的出现
,

则将出版周期缩得更短
。

在

我国
,

出版期刊受到的社会限制因素太多
,

例如管理

部门的官僚主义
,

期刊篇幅的不必要限制
,

审稿和通

讯时间过长
,

排版和 印刷的低效率等等
。

有一种说

法是
,

向国内期刊投稿
,

等你忘 了的时候
,

大概就快

印出来 了
。

所以
,

要缩短出版周期
,

必须从各个环节

人手
,

逐个解决问题
。

最近听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主办的《自然科学进展》期刊经过努力已经将

出版周期缩短到 6 个月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但总体

来说
,

出版周期长是中国期刊一个普遍的现象
。

要

和国际期刊市场接轨
,

这个 问题是一定要首先解决

的
。

中国期刊数量大而质量差
,

进行宏观整顿是必

须的
。

据说中国期刊之多在世界上可以算是名列前

茅的
。

不但各个学会办
,

各研究所
、

各大学也办
。

中

国人 口多
,

科技人员 队伍庞大
,

每个人都有
,

也应该

有成就感
。

多办期 刊
,

多发文章并不是坏事
。

但期

望所有期刊都走 向世界
,

在近期是不可能的
。

一个

比较现实 的策略就是重点扶持一个或几个 主要期

刊
,

让它们先走 向世界
。

以后逐步带动其他期刊
。

对于同类期刊
,

办刊条件不好
,

期刊质量差又没有效

益的期刊应该停刊或者合并
,

以便集 中人力资源
、

财

力资源办一批至少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
。

世界期刊市场有一个现象
,

即期刊知名度存在

很强的惯性
。

换言之
,

好的期刊不容易坏下来
,

低档

次的期刊很难提高知名度
。

这和科学家们的投稿意

向有 关
。

但 是
,

也 不 是说 新期 刊就 没有 机会 了
。

《Ch e m i s t叮一 A E u or p e a 。 Jo u m al 》 (化学
,

一个欧洲期

刊 )是 19 95 年 由德国化学学会创办的月刊
。

当年只

出了 9 期
,

共 666 页
,

以后逐 年递增
,

19 96 年 1 6 62

页
,

19 9 7 年 2 114 页
,

19 9 8 年 2 6 3 2 页
。

19 9 6 年
,

15 1

( I n s t i tu t e o f Se i e n t iif e I n fo mr
a ti o n ,

p h i la de l p h i a )第 一次

为其计算的影响因子就高达 4
.

8 14
,

在化学类期刊

中仅次于 《J
.

A m
.

Ch e m
.

So C
.

》 ( IF 二 5
.

9 4 8 )
。

该期

刊的编辑部虽然在德国
,

但编委会 主席在法 国
,

37

名成员来 自 19 个国家
,

包括非欧洲国家的 日本
、

印

度
、

美国
、

澳大利亚等
。

我想
,

为提高中国期刊质量
,

我们不仅要向《N at u 。 》
、

《cS i en ce 》等老牌高水平期刊

求教
,

也应该向异军突起的期刊新秀取经
。

总而言之
,

办科技期刊国外 已经积累了很多好

经验
。

只要我们立志于改革
,

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
,

吸收国外好的经验
,

在不太远的将来使一批 中国期

刊走向世界是完全可能的
。

(原文发表在 8 月 2 日的《科学时报》
,

本文为作

者后来的修改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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