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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国际化— 任重道远

朱作言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

北京 10 0 0 8 5 )

[编者按」 20 03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 的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 工作会议
”

上
,

国

家 目然科学墓 金委员会副主任朱作言 院士阐述 了我国重点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
。

他说
,

经 过数年

约努力
,

我国科技人才的断层 已经逐 步消失
,

年轻一代 已经成长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 他指出

,

国家

有关部门的领 导人反复强调基础研究的探索性
、

创新性
、

长期性
、

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性
,

要扎扎实实

地支持科学家静下心 来埋头工作
,

并宽容失败 ; 他还指 出
,

在我国办好一份 有国 际影响的学术期孔

的难度
,

比办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实验室更 大
,

但一定要持之 以恒
,

有决心和耐心 去开拓
。

人才成长与基础科学研究形势

2 00 2 年 n 月份
,

我在广州
、

珠海参加了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召开的青年学者生命

科学学术讨论会
。

会议反映出我国生命科学研究较

前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

同年 12 月底
,

我到美国圣

迭哥参加 了吴瑞协会 (仆
e

aR y w u 段又 i e yt )第三届年

会
,

即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前沿学术会议
。

吴瑞协

会成立于 1998 年
,

其宗旨是加强新一代海外华人生

命科学家之间的联 系
。

协会主要 由我国改革开放后

留学美国和加拿大的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

研发的专业人士及中国学者组成
,

力求提高中国生

物科学研 究水平
,

促进 中国 生物 科学研究的发展
。

协会之所以 以吴瑞命名
,

是因为美 国康奈尔大学的

吴瑞教授为中美生物学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
。

本次会议期间有二十多位旅美年轻学

者作了报告
。

从报告内容上看
,

毫无疑问
,

他们进行

的是世界前沿水平的研究工作
。

由此 可以看出
,

国

内年轻的生物科学家正在融入本学科的主流研究领

域
,

并且旅美的年轻华人学者 已成为国际生命科学

研究前沿的主力军之一
。

这是一个方面
。

第二方面
,

是人才问题
。

在国外的中国学 者为

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

非常希望通过不 同的方式来

为祖国科学 书业的发展做贡献
。

而更为可喜的是
,

国内有相当一批年轻人确实成长起来了
。

如果说 5

年前还存在断层的话
,

那么现代这个断层 已经消失

了
。

新的年轻人已经成为科学研 究的主力军
、

主导

力量
。

这 真是令人欣慰
。

下一步的 问题是 如何培

养
,

使之融入国际基础科学研究的大舞台
,

成为相应

学科前沿的主力军
。

第三方 面
,

是 中国基 础科学研 究的总体形势
。

看科技形势要看人才
、

装备
、

研究课题的布局与状态

等等
,

但最重要的是要看研究环境
,

特别是科研工作

在决策人头脑中的地位与分量
。

现在
,

国家领导人

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
,

科研主管部 门的领导对基础

研究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深刻 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

以前
,

社会上总期待 中国什么时候能 突然 冒出一些

好事来
,

比如能获得 诺贝尔奖
,

这当然是好的愿望
,

但是要实现这 种愿望
,

不是轻而易举的
。

有关部 门

的领导 多次强调
,

要扎扎实实地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

不能带有幻想或期望走捷径
,

更不能搞炒作
。

国家

有关部门领导反复强调基础研究的探索性
、

创新性
、

长期性
、

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

就是要鼓励创新
,

宽容

失败
,

要扎扎实实地支持科学家静下心来埋头工作
。

我想
,

这样的决策对今后基础科学的发展是至关重

要的
。

2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的问题

学术期刊是传播研究成果的媒介
,

是研究人员

交流思想的平台
。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科学技术竞争

中
,

我们国家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有一定难度
,

相比

之下
,

要把学术期刊办好难度就更大
。

目前看来
,

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

根据作者 20 0 3 年 l 月 6 日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 K作会议
”

上的讲话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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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或 1 0年时间在我 国建成几个具有一定国际影

响的实验室是可能的
。

比如在上海
,

有些实验室发

展趋势很不错
,

如果继续坚持下去
,

其中一些很有希

望成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闪光点
。

但是
,

要办好

一份 自然科学学术期刊
,

使之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

我

想用 5 年甚至 10 年的时间也许还远远不够
。

通常情况下
,

一个国家能办 出有国际影响的学

术期刊
,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这个 国家的科学技术

水平
,

它的影响可能 比一个重点实验室的影响还要

重要得多
,

还要大得 多
。

如果我们国家有很好的实

验室
,

有很好的科学研究
,

却没有相应的有影响的期

刊
,

是不全面的
,

也是令人遗憾 的
。

统计资料显示
,

我国现有学术期刊 4 70 0 多种
,

如何办好这些期刊

是一个大问题
。

我们从事科技期刊工作的同志肩上

的这个任务非常艰 巨
、

非常繁重
,

需要我们想办法
,

需要持之以 恒
,

需要有决 心和耐心
,

一步一步做下

去
,

这对办好学术期刊至关重要
。

国际上有一份生命科学领域名为《细胞 》 ( Q ll )

的期刊
,

这份期刊创刊时间不太长
,

但是通过不到十

年的努力
,

它就发展成为生命科学领域顶级期刊之

一
。

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很难发生的
。

我们国家需要

逐步办成几份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性学术期刊
,

进行

国际交流
,

融入国际学术界
。

但是
,

要求 4 700 多种

期刊都做到这一点
,

显然是不现实的
,

假如说能有百

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能做到都非常不易
,

都很了不

起
。

所以说
,

期刊的定位很重要
。

不管哪种期刊
,

都

要有自己的定位
,

就是说你的期刊是作为国际科技

交流的舞台呢
,

还是作为国内科技交流的舞台 ? 不

同的定位有不同的做法
。

我国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有几十万
,

这是办

好我们自己优秀期刊的主要力量
。

不能完全指望国

外的科学家来帮助解决我国期刊发展的问题
,

这 不

现实
。

我们国家有自己的语言
、

文化背景
,

以及 自身

的发展状态
、

特殊需求或某一阶段的需求
,

要有能够

满足我国科技发展和进步需要的学术期刊
,

这一点

很重要
。

以后我们评选重点期刊
,

应该从不同角度

去考虑
,

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
。

在国内定位的期

刊如果都用 哭 I 排队去衡量
,

显然是 不公正的
。

但

是
,

作为基础科学来讲
,

特别是主流学科期刊则必须

国际化
,

要面对国际作者和读者群体
,

没有别的衡量

标准
,

只能用国际的标准去衡量
。

3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力
、

好 国际性的期刊有一个问题
,

比如很多期刊

的名称往往带有局限性
。

期刊的国际化从名称到语

言都需要国际化
,

所以 日本干脆就在英语国家办基

础科学期刊
,

大量聘用当地的专业人才
,

走国际化道

路
。

对我们来说
,

则可以请人进来
。

要有国际化的

眼光
,

从编辑队伍
、

审稿人到稿 件来源都必须国际

化
。

中国需要有一部分这样的期刊
,

以 国际化期刊

为目标
,

融入国际洪流 中去
,

进入到 义 I 的阵列 中

去
,

并争取较高的阵列地位
。

做到这一点可能有很

多办法
,

但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学术质量上下工

夫
,

这是生命线
。

某一期刊也许可以通过这样那样

的方法
,

在一段时间里提高其影响因子
,

但是真正要

见效
,

要成为真正有影响的期刊
,

还是要靠提高期刊

的科学水平
,

这是不容置疑的
。

4 主编是期刊的灵魂

主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

一个负责任的 自然

科学期刊主编不 只是在本学科领 域要有很高的威

望
,

还应当有能力
、

有精力主持期刊的工作
。

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办的 侧 z及
s ae chr 期刊就是很

好的例子
。

这份期刊创办的时间不长
,

而且人员不

多
。

主编姚鑫院士投入了全部心血和精力来做
,

所

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提高期刊的水平
。

但这仅仅

是开始
,

这份期刊要继续办下去
,

继续抓好质量是非

常关键的
。

现在国家有关领导非常关注学术期刊的发展
。

<中国科学》
、

《科学通报 》和 《自然科学进展》 3 种期

刊从 2 00 3年开始
,

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共同主办
。

这 3 份期刊都是综合性 自然科

学期刊
,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国综合期刊的水平
,

希

望这些期刊成为真正有国际影响的期刊
,

在某些领

域内建立起 自己的影响
,

这是努力的 目标
。

相信通

过编辑们的努力
,

通过全国科学工作者的支持
,

通过

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关心和帮助
,

总有一夭会把我国

的学术期刊办好
。

T H E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I Z A T IO N O F S C I E N C E J O U R N A L S
。

S T I L L A L O N G W A Y T O G O

hZ
u Z t l〔乃妞 n

(沁
t :

~
1 Na

t

~ l 斤
: 。 。 F’)

“ 尹配去双二 了凸
2 ,。

,

压 J
口明 1州旧8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