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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

基金资助效果浅析

王 岩 刘容光 董尔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

北京 10 00 85)

科技学术期刊是科学评价
、

学术交流
、

知识传

播
、

科学传承的主要载体
,

是科学共同体的内在需求

和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

是国家创新成果积累

和科技竟争力的标志之一川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

长期支持基础研究的过程中
,

形成了以
“

项 目
”

与
“

人

才
”

两大资助体系为主体
,

以
“

环境支撑
”

资助体系为

辅的资助格局
。

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就是这个环

境支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提高国内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平
,

积极支持国

内部分学术期刊提高质量
,

促进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 999 年设立重点学术

期刊专项基金
。

该专项基金每逢偶数年受理 申请
,

资助期 2 年
。

从 200 0一 2 006 年累计资助 1 1 8 个项

目
,

资助期刊 4 7 种
,

资助总金额 2 59 2 万元
,

其中有

14 种期刊连续四次获得资助
。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

我国的科技期

刊整体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

国际影响力也 日益提

高
,

本文以 2 00 4 年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
、

20 06 年结题的 31 种期刊近年的相关数据为依据
,

分析资助后的效果
。

1 2 0 0 4 年度资助期刊的简要分析

2 0 0 4 年度共资助科技期刊 31 种
,

资助金额 6%

万元
。

其中英文期刊 14 种
,

中文期刊 17 种
。

学科领域分布为
:
数理科学 5 种

、

化学科学 5

种
、

生命科学 9 种
、

地球科学 4 种
、

工程与材料科学 3

种
、

信息科学 2 种
、

管理科学 1种
、

综合类 2 种
。

按期刊出版周期分为
:

半月刊 4 种
,

月刊 14 种
,

双月刊 13 种
。

2 资助效果分析

通过总结分析各期刊的结题总结报告及相关统

计数据
,

31 种期刊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

重点学

术期刊专项基金对提高期刊学术水平
、

整体质 t
,

及

国际化标准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相关数据分析

均来 自于各期刊提交 的结题统计表和总结报告

20 03一 200 5 )
。

2
.

1 期刊规模和质 t 不断提高

期刊通过增加页面
,

改为大刊本
,

缩短出版周期

等手段
,

增加了期刊印刷版的载文容量
,

使得学术论

文的刊载量逐年增加
,

加大了期刊的信息量
,

受到广

大读者和作者的一致好评
。

( 1) 期刊的来稿量与载文量 (见图 1)

31 种期刊中绝大多数期刊的来稿数童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

其中 Wo ir d J ou
r
an l of aG st

~ eotr
-

logy
、

(地理学报》
、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 3 种期刊

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 1 56 %
、

1 32%
、

12 6%
。

充足的

稿源
,

为扩大刊物的刊载容量和今后修改刊期奠定

了基础
。

31 种期刊中绝大多数期刊的载文量均有所增

加
,

其中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
、

A ct a M` ht
e

ma
t
ica

S i n ￡ca
、

Wd lr d oJ u r n a l of aG
s t

,
n t e or l雌理

、

Q之1 R e -

ase hcr 四 种期 刊的增 幅分 别达到 3 17 %
、

233 %
、

1 5 7%
、

1 3 1%
。

( 2) 期刊的用稿率

用稿率能够反映出期刊的稿源情况和同行评议

的严格程度
,

一般来讲也反映 出刊载论文的优劣
。

用稿率不超过 30 % 的期刊
,

其稿源是比较丰富的
,

如果超过 50 %则意味着稿源的相对匾乏
,

特别是超

过 7 0 % 则表示期刊对稿源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

因

此发表的论文质量也就有待商榷
。

国际优秀期刊的

用稿率普遍低于 50 %
。

以 31 种期刊在 2 005 年的用

稿率来分析
,

用稿率簇 30 % 的期刊共有 n 种
,

占

35 %
,

用稿率 > 50 % 的期刊仅有 1 种
。

可以看出获

资助的 31 种期刊稿源充足
,

绝大部分是能够满足刊

登的质量要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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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 03一 200 5 年各期刊收稿增幅与发稿增幅示愈圈

2
.

2 引证指标的变化

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从一个侧面可以

定量地反映期刊影响力
,

因此
,

这两项引证指标长期

以来在期刊的评价中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

期刊影响

因子定义为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

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之比
。

由其

定义可以看出
,

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受被引用总次数

与论文总数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
。

根据是否被 SC I 收录为标准
,

将 31 种期刊分为

两类
,

依据 J CR 及 CJ C R 的数据来分析影响因子和

总被引频次的变化趋势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影响因子总体的的变化幅度

不大
,

整体略有上升的趋势
。

总被引频次的增长趋

势比较明显
。

Q u R
~ hcr 的增长趋势相对较大

。

200 3一 2 00 5年 22 种期刊在 Jc R 的影晌因子及总被引撅次

影响因子 总被引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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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3 一 2 00 5年 , 种期刊在口 c R 的形响因子及总被引颇次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总被引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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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建设的逐步完善

纸版期刊的发行是有限的 (发行量
、

发行范围
、

读者 )
,

而网络是无界的
、

无限的
。

当今网络技术已

成为交流科研信息
、

传播科研成果的强大工具
,

并给

传统的学术期刊运作体系带来极其深刻变化
,

开辟

了学术交流的新平台
,

从而也推动了学术期刊行业

的快速发展
。

第一
,

网刊
。

各期刊近年不断加大网络传播的

步伐
,

目前已有 30 种期刊建立了自己的期刊网络

版
。

期刊的网络化越来越成为印刷期刊不可或缺的

伴随载体
。

据物理学报的统计数据
,

自 2 0 05 年 5 月 26 日

至 2 006 年 n 月 28 日
,

访问 (物理学报》本部网站为

8 7
.

2 万多人次
,

论文下载约为 2 4
.

4 万篇次
,

摘要点

击次数为 46
.

4 万多次
,

刊物的在线阅读和下载率都

有大幅攀升和增加
。

hc in
e se p h脚 ics eL tt e sr 在 20 05 年全年全文下

载量为 4 8 8 4 9
,

仅在 200 6 年 1一 6 月的半年时间内
,

全文下载量就已经达到 7 7 4 58
,

增长幅度非常快
。

因此网刊的发行提高了期刊的影响力
,

并扩大

了其使用范围
。

第二
,

(〕A 模式
。

近年来国际科学界正在大力

倡导并推行一种新的出版模式— 开放存取 ( O p en

A cc
e ss

,

O A )出版
。

这种依托于网络系统的 O A 出版

模式可以极大地提高期刊的显示度 z1[
。

(作物学报 )于 2 0 0 4 年建成网站
,

向读者免费提

供现刊及过刊全文
,

即实现 了开放存取 (O p en cA
-

ce ss )
。

2 0 0 5 年总被引频次和 影响因子的增长率明

显高于 2 004 年的增长率 18 和 15 个百分点
,

实现开

放存取是重要 因素之一
。

从 2 0 0 6 年已经将从 1 962

年创刊号起的全部过刊 ( 180
.

期 )上网
。

(中国农业科学》
、

A ct a

hP ar m ac of og ica iS n

ica
、

如“
rn

a l of 腼
et r ia l: sc ie n ce & 几认

n o z卿
、

(科学通

报》及 (中国科学》等也采取了 O A 模式
,

还陆续将过

刊全部电子化
,

免费下载
。

2
.

4 期刊的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

期刊的国际化特征
,

除了一些引证指标以外
,

还

要参考以下指标
:
如稿源的国际化程度

、

编委的国际

化程度
、

编辑过程是否符合国际惯例 (国际性的同行

评议
、

国际通用的编辑规范 l)
2 ]等等

。

吸收国际优秀稿件
,

提高国际来稿发表比例
,

是

加快期刊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
。

根据 31 种

期刊的统计数据
,

2003 一2005 年大部分期刊刊载论

文的境外作者人数有明显上升
。

同时从几种 英文版 杂志 的统计 数据来 看
,

20 03一 2005 年国外来稿比例
、

国外论文的发表比例

均有一定的增加
。

拓展国际稿源
,

是期刊推进国际

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之一
。

邀请更多国际编委
,

吸收国外优秀专家加入编

委队伍
,

一方面可以保障和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
,

另

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宣传期刊和吸引国际稿源的作

用
。

开展国际审稿工作
,

也是提高期刊国际化程度

的标志之一
。

审稿队伍的国际化意味着着期刊的载

文质量是用国际标准来评判
,

这样期刊的水平才能

逐步达到国际水平
。

因此说保证期刊学术质量的关

键是具有国际化标准的高质量审稿
。

为了做到稿件审理工作的公平
、

公正
,

提高发表

论文的质量
,

oJ ur an l of o m p ut e ,
sc ien ce a n d eT hc

-

on l o g ) 在原有的四级审稿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同

行审稿
,

2 0 0 5 年国际送审量 583 人次
,

占审稿总数

3 6% ; 2 0 06 年国际审稿量达 1 3 4 2 人次
,

占审稿总数

58
.

3 %
。

同时
,

考虑到期刊的长远发展
,

他们建立了

一个资源丰富的国际审稿专家库
。

目前专家库中有

3 7 1 0 人
,

其中国际专家 1 4 3 7 人
,

占 39 %
。

A e t a B i
&oc

i m i ca 。 t B io 户入s

ica s i n

ica 的国际审

稿工作也是逐步开展起来的
。

2 004 年审稿工作基

本是依靠编委会专家和其他国内专家 ; 20() 5 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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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依靠国内专家审稿
,

但是开始尝试邀请国际专

家审稿 ; 20 0 6 年则广泛邀请国际专家审稿
,

国外审

稿专家占 80 %
。

2
.

5 期刊内部支排系统的不断完备

目前已有 29 个期刊采用国际稿件处理系统和

流程
,

建立了在线的投稿和审稿系统
,

不但优化了编

辑部的管理
、

全面提高了工作效率
,

同时也促进了编

辑部与作者
、

读者与审稿人之间的交流
。

同时也为

期刊进一步扩大稿源
、

缩短发表周期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

《物理学报》目前的网络投稿为 10 0 %
,

网络审

稿也从 2005 年的 60 %一70 %
,

提高到 95 % 以上
。

尤为明显的是
,

稿件的平均发表周期缩短为 7 个月
。

OJ u r n a z of In t啥ar t i* P za n t B`01 09 ) 在 20 0 4 年

基本实现了网络办公 (在线投稿
、

查询和审稿及编

辑 ) ; 2005 年实现全部稿件 (包括投稿 )网络化处理
,

建立了稿件网络管理系统
,

推行了在线投稿
、

审稿及

稿件查询
,

实现 了网上办公 ; 200 6 年来稿数创历史

新高
,

发表的国外论文数也上升
。

(中国科学》在本专项基金的支持下
,

开发了基

于互联网的
“

学术期刊管理系统
” ,

实现了作者
、

编

辑
、

审稿专家全过程的网络工作环境
,

并实现 了数据

库的动态管理和与网站的衔接
。

自 2004 年下半年

本系统启用以来
,

收稿量显著增加
,

平均年增长近

100 %
,

稿源充足
。

3 讨论

虽然近年来我国期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各项

指标增长都非常明显
。

据统计
,

世界上公开发行的

期刊有 30 多万种
,

到 20 05 年 2 月底
,

我国有科技期

刊 4 7 58 种
,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科技期刊大

国 [’]
。

但是我们也要很清醒地意识到
,

我们与国际

同领域的优秀期刊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

出版周期较长
,

仍然是目前我国期刊面临的一

个间题
。

近两年 SC I 收录的总被引频次位居前 20

名的期刊中
,

周刊
、

半月刊占 7 0 %
,

我国科技期刊中

只有 0
.

3% 的周刊 ( 18 种 )
,

月刊占 27
.

2 % ( 12 95

种 )
,

双月刊占 39
.

3% ( 18 6 8 )
,

季刊占 27
.

8 % ( 132 1

种 )
。

在我们资助的 31 种期刊中
,

周刊
、

半月刊只占

12
.

9 %
,

月刊占 51
.

6 %
,

双月刊占 35
.

5 %
。

月刊和

双月刊占到了 87
.

1%
。

当前国际上许多期刊的编委国际化程度比较

高
,

网罗了一批国际性的人才来选择国际性的文章
。

近年来我国期刊的国际化进程也逐步加快
,

国际编

委的比例逐年增加
,

但与国际优秀期刊相比较来看

编委的国际化
、

稿源的国际化做得还很不够
,

尤其针

对英文版的科技期刊
。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

我国优秀科学

家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受到国际名刊的重视
,

国际名

刊正在不断开拓中国市场
,

并加大吸引我国优秀稿

源的力度
,

这给我国的科技期刊造成了非常大的压

力
。

同时由于国内各部门的科研评价指标的影响
,

导致更多优秀论文都投到国外期刊
,

因此加剧了高

水平论文外流的局面
。

在这次总结交流会上
,

各期

刊共同提出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优秀稿源的严重缺

乏
。

进一步加强期刊的宣传
,

提高期刊自身的显示

度和可获得性
,

扩大订户和读者
,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

读者
、

作者关注中国科技学术期刊
,

才能使外流的稿

件回流
,

取得更多优秀科学家的高质量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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