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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喜欢什么样的学术期刊

— 试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资助项目—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 创办 周年为例

张月红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 , 杭州

摘 要 本文试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资助项目—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 创刊

周年间所做工作为例 ,剖析了办刊人的探索精神和好奇心 ,以及人文气质在实干中的重要性 ,也

道出了做科学家喜欢的刊物或许是中国办刊人的根植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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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名刊情结与出版现状

近 年来 ,从中国科技界到出版界 ,从学术作

者到期刊编辑 ,从院士论坛到主编纵横 ,有许多的话

题讨论 “科技强国呼唤科技大刊 ” 〕。这充分表达

了科技界盼望早 日出现被全球认可的中国名刊情

结 。当然 ,这种希冀不仅中国人有 ,打造世界一流期

刊的梦想是没有国界的 。如 年 。相继发

表了日本科学家和墨西哥一位编辑的 篇短文 ,题

为 旧̀ 本在考虑打造一份世界名刊 尸

” 〕和 “开创一份世界科

技期刊 占 。 ” 〕̀,

说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及编辑们一直都在

深虑如何早 日打造本 国出版的 “ 。”和 “

”。即使已经成为世界的“名刊 ”们也从不敢停住

脚步 ,如 就时刻反应着 “变革是不变的硬道

理 ” 。这一现象 ,借用著名科普作家

的一句名言诊释 前途是有的 ,但不是均分的

。

近年在乌利希期刊源手册 ' 尸

少 中全球约有 份同行评议

的学术期刊 ,其 中 , 美 国的学 术期刊有 种

, 为世 界第 一 , 中 国的期 刊在 此表 中约

川 。实际上 ,国内多有报道中国大陆出版的科技

期刊约有 多种 ,其数量为世界第二 。另据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 。年科学与工程指数 ”报

告中显示 ,占全球学术论文产出 份额的中国已

经在 年稳居世界第二 。还有来 自汤姆森路

透科技信息所的 总监在 年美国学术出

版年会的专题报告中预测中国有望于 或

年成为全球第一论文产出国 。在这样庞大的科技

论文产出和科技期刊群体市场中 ,我们的确还没有

出现世界 “名刊 ” ,但也不奇怪 ,如 。创办于

年 , 。继之始于 年 ,两刊均有超过

多年的历史 了 。 《新英格医学期刊 》更久 ,刊龄

年 。而我国标志性的杂志 《中国科学 》系列今年

刚迎来创刊 周年的刊庆 。由此看来我们在努力

实干的同时 ,还需要时间的积淀 。

当然 ,时间不是等待 。从客观上仅有浓厚的情

结和高调的评论 ,以及自上而下的运作体制和办刊

人员非主流的意识 ,主观上牵强的探索精神和好奇

心 ,斤斤计较的实干精神都会制约着我们走出落后

圈的时刻表 。

以编辑的视角浅谈主观因素

坦率地说 ,一些客观的外部条件是我们不易左

右 ,有时甚至需要一点精神去忽略的 。今天就以一

份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 总编的视角浅谈主观因

素 ,即 “办刊人的探索精神和好奇心 ” ,它切入本文正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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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也关乎到以上所及的话题 。也许一份大学学报

的编辑不敢妄谈什么 “高而大 ”的目标 ,因为长期以

来国内将大学学报定位为服务于某大学科研的窗

口 ,也由于其 “中国特色 ” ,在国际上被定义为 “校园

刊物 ”。由此可以想象大学学报

在信息技术大革命的 世纪生存空间有多大 大

家明白 ,科学家之所以喜欢名刊 ,如 君和

。等 ,显而易见 ,若能在这些名刊上发文或为其审

稿 ,会给学者们带来极高的认可度和学术声誉 。而

一介校园刊物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
年来苦苦探索的问题 即科学家究竟喜欢什么样

的学术期刊 好奇心驱使编辑去思考 , “怎么做 ,才

能让科研人员对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 有兴趣 ”

十年如一日 ,秉承创刊人潘云鹤院士的定位思

路 “求是办刊 ,走向世界 ” ,并在继任主编杨卫院士和

所有关心期刊发展的国内外编委的支持下 ,放开手

脚地做成了几件事 一是顺应国内外行业潜规则 ,打

破大综合的办刊格局 ,逐步走向专业化之路 二是打

造期刊品质 ,快速被世界权威数据库收录 ,提升期刊

的国际显示度 三是用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体制信

服学术界 四是借船出海 ,打开国外市场 五是崇尚

功能和内容并举的信息平台 ,吸引学者眼球 六是把

首次荣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重点学术

期刊的基金用在刀刃上 ,成为 项目首家

中国会员 ,杜绝学术不端 七是参与国际出版活动 ,

追求新知识 ,力求不落伍 八是体现华夏人文气质 ,

构建学术文化桥梁 。

期刊现状 从草创期走向国际化发展期

教育部主管 、浙江大学主办的 《浙江大学学报 》

英 文版 ￡ 艺夕一

,缩写为 〔 于 。年创刊 。 年分

别被国际重要 的检索库 和

收录 ,成为当时国内创刊最短时间内被权威

数据库评估收录的大学学报 。 年作为国内首

家大学学报 ,全面实行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体制 ,凸

显了 “学术质量是刊魂 ”的宗旨 。目前国际审稿专家

库约有 多人 ,来 自 多个国家和地区 。

年按照国际出版规律 ,将 了 分为大专业综合月

刊 《浙江大学学报 辑 应用物理与工程 英文

版 和 《浙江大学学报 辑 生物医学和

生物技术 英文版 。并于 年双双

通过美 国汤姆森路透科技信息研究所

的严格评估 ,成为 《科学引文索弓卜

库的源刊 ,突破了中国高校综合性大学学报被

收录的零记录 〕。同年还走上借船出海之路 ,与

全球知名的科技 和医学 出版商施普林格

合作 ,使该刊的电子内容由

最新数字化出版平台向全球发布 ,打开了学术交流

的国际市场 。其全文下载量连续 年在 的

中国科学图书馆项 目中名列前茅 ,̀ 。随着学科发

展的需求 , 。年又将 辑进一步按专业划分 ,创

办了 《浙江大学学报 辑 计算机与电子 》 英文版

砚子 ,通过 期的严格评估 ,于创刊当年被 《科

学引文索引一 库收录 〕。另外 ,作为首家以大

学学报冠名的期刊荣获 一 年度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项目的资助后 ,即时申请成

为防止学术不端 “ ”项 目的第一家中国会

员 一 。这一举措引起国际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关

注 。在 年国际出版者链接协会

两 页的中文手册 中把 两刊与

和 二 云

等国际著名期刊一同作为样本展示 ,并在 年终

季 报 “ 一 一 ”

中评注了该刊把学术不端杜绝在萌芽状态的

举措 〕。另外在 年 月 日汤姆森路透公布

的最新期刊引证报告 中 , 和 一

首次影响因子 分别为 和 一 ,̀ 〕。

浙江大学主办的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

年走出了国际化的初创期 ,从一份综合性的大学学

报演化为三份大专业期刊 , ,不仅是

国际 权 威 一 , , ,

, 等 多家知名数据库的源刊 ,也成为

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 , 美国学

术出版学会 , 国际出版者链接协会 组织中

的惟一或少有的中国会员之一 。

办刊心路 把期刊当作事业做

如果把浙江大学主办的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

版 学报走向世界当作一份事业去做 ,一定有可圈可

点之处 。可以选用这几个关键词贴切地勾勒出

年的办刊心路 追求 ,信念 ,自尊 ,探索 ,团队 ,实干 。

不敢想就不可能做 。在第一个 年里 ,清醒地

认识到科学家愿意把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化的 、有

很高影响力的期刊上是无可厚非的事实 ,我们所能

做到的是从 自身解剖中国缺乏高水平学术期刊的问

题 ,用首个 年聚集 “刊气 ” ,让科学家逐渐认识和

喜欢我们的刊物 ,让国际审稿专家 、作者 、读者等不

断成为刊物的常客 ,在他们投注一份学术责任和贡

献的基础上 ,提升刊物的品质和国际形象 ,并以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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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诚信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人文化服务理念反

馈于他们 。要达到这样的期望值 ,意味着要探索出

一条个性化办刊的路 ,不遗余力地在首个 年里完
成走出国门的目标 。

剖析和梳理 年为科学家办刊的心路 ,主要有

个特点

强化国际出版变革意识 ,敢于第一个吃螃

蟹 翻开 年国际出版链接协会 全球

会员表可以看到 ,当年主要以英 、美 、荷 、日 、加等发

达国家为主的 家会员 中 ,来 自中国的只有

少一 和

`〕。 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
和 《中国科学 》系列期刊是中国期刊界最早参与了学

术出版数字目标识别码

的信息变革 ,使其出版的文章及文章的参考文

献在国际标准电子文档的数字标识下实现了网络出

版全球化 。查阅 年 的

刊源表 , 〕一个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创

办的开放存取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全文数据库 ,当

年共 份刊源中 ,只有 一份期刊来 自中

国 截至目前 也只收录两份中国期刊 ,

和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 英文版 。再看

一举赢得 年度 “全球最佳出版创新奖 ”的防止
学术不端项 目 的网站

· ,至今还保留着 浙江大学

学报 英文版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期刊项 目

的资助下 ,于 年 月 申请成为 中国第一家

会员的记录 。另外 ,在国内早先使用

国际期刊网络投稿审稿系统 ,

以及初步建成的全球开放同行评议网上平台 。这些

举措 ,吸引了国内外科研人员的眼球 ,更让他们相信

这是一份既有国际运作模式 ,又有学术尊严的期刊 。

总之 ,在现代这个崇尚功能和内容并举的交流世界

里 ,不能一味孤立地去做期刊 。编辑要时常关心外

面的出版世界发生着什么变化 ,尤其在技术手段方

面的 ,坚持多听 、多看 、多学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

探索国际评审中的科技内涵 ,乐于做文化

使者 学习新潮固然很重要 ,但是没有个性 ,永远是

他人的模式 。期刊的任务是传播科技创新的知识 ,

而知识的科学份量是需要一批国际学者来评估把关

的 。然而与这些学者的沟通与交流是需要人文气

质的 。

学术没有国界 。要办高水平英文学术期刊 ,聘

请国际同行做评委 ,既可以避免国内在快速发展阶

段所出现的一些学术浮躁 、学术关系 ,以及语言先天

不足等负面影响 ,也惠利于作者与国际同行们在学

术上碰撞提升 、比较差距 、挖掘灵感 ,还可以吸引一

些国外审稿人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投向期刊 。从本

刊网站的国际审稿一栏 ·

可以看出 ,几年来对所投的所有

文章进行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已经成为该刊的一个

特色 。来 自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多位审稿专家

严谨公正的科学态度 ,让浙江大学主办的《浙江大学

学报 英文版 的退稿率高居 以上 ,因而平庸

论文的刊发比有所下降 ,而具有实用性和影响力的

论文不断在线 ,大批的作者从论文的科学性 、逻辑性

以及英文规范的撰写中均受益匪浅 。从每年来 自发

达和发展中国家约占 的国际稿件 ,以及每天网

站国内外 , 的访问比都无言地说明了严格的国

际同行评审让中国的期刊在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学术圈里有了显示度 ,也可以说这份期刊从某种意

义上起到了公共外交的作用 ,逐渐地提升了中国科

技期刊的国际形象 。

正是缘于期刊和文化的使然 ,我们意识到刊物

不仅要在国际同评审中受益 ,也要在其过程中有所

表达 。如果这些国际学者在评审中已经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中国的科技在变强 ,中国的科技期刊在进步 ,

为何不进一步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体味到中国文化

的深邃内涵呢 所以我们通过网站和 自制的 “华夏

文明 ”、“神州大地 ”、“北京奥运 ”及 “文房四宝 ”等系

列主题圣诞文化卡的形式表示真挚的谢意 。此举既

让他们由衷地感受到为刊物审稿的学术尊严 ,也体

味到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 。正如一位来 自美国的审

稿专家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物理学家 盯 教

授来信所言 “在当今这个有些冷漠和非人性化的职

业世界里 ,你们的姿态传达了一份文化的优雅和美

丽 …

” 。

这就是我们个性化办刊的特色之二 借助文化 ,

构建了与国际学者们交流的桥梁 ,产生了良好的互

动 ,像磁石一样 ,吸引住了一批优秀的作者 、审者和

读者 ,为期刊营造了一块可持续发展上升的空间 。

期刊出版的根植意识

当然 ,正如朱作言院士 年所言 ,追求 “学术

期刊国际化 — 任重而道远 ', 〕̀,尤其是我国的科

技与出版在全球还处在一个跟随远大于创新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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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但是 ,有梦就有明天 。如果有这样一批办刊人

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个实际目标 即把中国出版的学

术刊物办成科学家真正喜欢的国际刊物 、起码在亚

洲学术界很有名气而踏踏实实地运做下去 ,这个遥

远的路就会不那么长了 。

最后想说的是 ,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其实不

需要太多太深的理论 ,努力用期刊为科学家带来效

益和信誉 ,给他们带来学术价值同时 ,就意味着双

赢 。所以 ,服务于科学家的根植意识就是做 。做到

他们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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