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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国科学院59 种国际合作期刊及相关国外合作出版机构的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专家座谈, 了解中国科学

院科技期刊的国际合作目的、合作方选择原则和合作内容, 分析合作效果及存在问题, 提出科技期刊国际合作进一步发展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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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已有上百种科技期刊以海外营销代理方式

与国外出版机构进行了合作,其中中国科学院开展国际合作

的科技期刊达 59 种。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期刊及相

关国外合作出版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调查分析, 在对国

家科技期刊国际合作相关政策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实地访

谈、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方式, 从期刊合作的形式到内容,

深入分析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期刊的合作目的、合作产生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及长远发展的利与弊, 探究国外出

版机构与我国期刊合作的动因和目的, 为科技期刊主管部门

研究建立科技期刊国际合作协调机制、指导原则提供借鉴,

对科技期刊国际合作乃至国际化发展提出思考和对策。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是中国科学院规划与战略研究项目 《中国科学

院科技期刊国际合作策略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采取国家

和中国科学院相关期刊出版管理部门指导、相关期刊编辑部

和国外出版机构参与座谈互动、项目组进行实地调研等请进

来、走出去的开放联合研究模式, 运用文献调研、问卷调查、

专家咨询、相关期刊编辑部和政府管理部门访谈等多种研究

方法。

实地调研 11 次,形成 11 篇《调研报告》。调研访谈对象

包括: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高等教育出版

社学术期刊分社、科学出版社期刊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信息中心联合编辑部、《中国物理快报》编辑部、《植物

学报》编辑部、爱思唯尔中国期刊合作项目、施普林格亚洲有

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代表处、英国物理

学会北京代表处、英国爱墨瑞得出版集团中国区等。

召开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期刊编辑座谈会一次。《中国

物理》等 17 家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期刊的 19 位编辑参加了

座谈会,主要针对期刊合作目的、合作模式、合作效果、合作

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进行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期刊问卷调查一次。问卷内

容包括期刊基本情况、选择合作出版商的依据、合同基本情

况、合作目的、合作内容、合作模式、版权归属、合作效果等 8

个方面。

该项目研究自2007 年7 月至2008 年 6 月。本文的数据

和观点,除特殊注明外, 皆来自上述调研、访谈、座谈和问卷

调查。

2 国际合作目的与内容

截至2007 年底, 与国外出版机构开展合作的中国科学

院期刊共计59 种, 主要合作的国外出版机构包括施普林格

( Springer, 德国)、爱思唯尔( Elsevier, 荷兰)、威利 -布莱克韦

尔( Wiley Blackwell 美国和英国 )、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

( 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 IoPP,英国)、阿勒顿 ( Allerton,

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UP,英国) 、

世界科技出版社 ( World Scientific, 新加坡) 、自然出版集团

(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NPG, 英国 ) 、泰勒 - 弗朗西斯

( Taylor & Francis, 英国)。其中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两大出

版商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期刊数量最多。

2 1 合作目的

2 1 1 中国期刊合作目的

研究表明,现阶段国内期刊开展国际合作的最主要目的

是为了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鉴于中国在网络平台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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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进程不

得不借助具备强大实力的国外出版商来实现, 通过 借船出

海 的方式[ 1] ,逐步提升期刊自身的能力, 参与国际交流, 最

终实现打造中国高质量学术期刊品牌的战略目标。中方选

择外商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品牌支持、专业影响、国际

化市场运作和管理经验、提供的服务等。经济利益也是其中

的一个考虑因素, 但现阶段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合作的主要

目的可归纳为:

( 1)国际推广。国际出版机构的全球营销和发行能力是

其优势资源, 对中国期刊具有强大吸引力。

( 2)提升学术质量。中国科技期刊希望通过国际合作,

以促进我国科研成果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有助于提高期刊

编委会及作者的国际化程度, 有利于吸引优秀稿件, 而且利

用国际编委的学术影响提升期刊的学术地位。期刊国际影

响的扩大, 更有利于吸引国内部分优秀稿件回流。

( 3)语言润色。鉴于中国研究人员的英文写作水平与出

版要求尚有距离, 需要对稿件进行语言润色。国外出版机构

通常将稿件外包给母语为英语国家的相应机构对稿件作语

言润色, 使稿件更符合英语表达要求。

( 4)在线稿件管理系统。对于英文刊,国内没有优秀的

稿件管理系统。国外出版机构通常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买

英文稿件处理系统, 通过合作, 中方合作期刊能以较为合理

和优惠的价格使用其稿件系统。

( 5)增加经济收入。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可以通过版权

许可、电子版收益分成、纸本收益分成、广告收益分成等获得

经济上的利益。

2 1 2 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目的

国外出版机构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方式可能不同, 但其根

本目的还是商业利益的驱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公司都在

寻求新的增长点。欧洲和北美期刊市场是非常成熟、饱和并

且充满激烈的竞争, 获得增长是很困难的; 南美洲是增长迅

速的市场, 其中有许多发展中国家, 巴西和墨西哥在此方面

最为领先, 但是南美洲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使得这种巨大的

市场潜力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亚洲是混合型的市场, 既有

像日本这样成熟、竞争激烈的市场, 也有新的庞大的发展中

国家市场, 如中国和印度[ 2] 。

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目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 1)扩大中国市场占有率。国外出版机构扩大其在中国

的影响, 增加其在中国科技期刊市场的份额, 在现有市场上

为其出版物增加发行量和广告收入, 将其现有数字产品推广

到新的市场。

( 2)扩充数字资源。随着中国科研投入和产出能力的持

续快速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产出的一支重要力量。

能否涵盖中国的优秀学术资源也成为衡量出版机构数据库

全面性的一个指标。由此, 中国优秀期刊的加入, 使其数据

库资源更加丰富, 为其数据资源增加了筹码, 有助于扩大其

全球销售。

( 3) 服务资本运作。国际出版机构并购趋势显著, 有了

中国期刊的加盟,外商产品就具备了 中国概念 的标签, 从

而通过打 中国概念 牌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为其资本运作

服务。

2 2 合作方选择原则

2 2 1 中方选择外方的主要因素

( 1) 国际推广营销能力。

( 2) 专业影响、品牌和知名度。

( 3) 网络出版平台。

( 4) 服务支持。包括在线投稿系统、技术支持、语言润

色、编辑培训、统计报告等。

( 5) 经济利益。

2 2 2 外方选择中方的主要因素

( 1) 学术质量。这是最关键的因素,基本判断依据为 SCI

的影响因子、引用率等。例如, 施普林格对合作期刊的基本

要求是在学科领域中处于前 1 /3 行列,而中国的很多期刊尚

处于中下游的位置, 为了开拓中国市场, 施普林格对于处于

学科领域前2 /3 位置的中国期刊也考虑合作。爱思唯尔则

考虑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检索系统收录情况等因素。

( 2) 内容独特性。中国某些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一

定的独特性,即使相对学术质量不是很高, 但由于其为国内

原创且首发,因此, 在世界学术领域具有参考价值。

( 3) 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学科领域。如中国在该领域是

否居世界领先地位, 是否是国家重点发展和优先资助领

域等。

( 4) 国际市场潜力。施普林格仅与英文刊进行合作, 而

对中文版和中英文混合版期刊没有开展合作。在未来 10 年

是否具有盈利能力是其选择中国期刊的一个重要因素。

( 5) 国际出版机构的发展战略。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对期

刊的选择重点放在生命科学领域, 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考虑

的重点是与物理学相关的期刊。

( 6) 办刊人员素质。如爱思唯尔会考虑编辑部的英语能

力和国际交往与合作能力,以及是否有接受爱思唯尔的建议

以改进期刊的意向。

2 3 合作内容

2 3 1 学术质量建设

( 1) 协助期刊更新办刊理念、优化工作流程、提供编辑业

务培训。

( 2) 促进期刊编委的国际化、吸引高质量国际投稿、加入

重要检索系统。

( 3) 论文语言润色。

( 4) 技术支持与标准供应。

2 3 2 网络平台服务

( 1) 网络出版。

①由国外出版社申请期刊的 eISSN 号 (合同结束归期刊

方所有) ,电子版在其网络平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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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提供每篇文章的 DOI 号和文献链接服务。

③为新合作中文期刊的英文版申请 ISSN号。

④对于英文刊, 电子版同步或先于印刷版出版。对于中

文刊, 选取部分文章由作者译成英文后出英文电子版。

⑤编辑部向国外出版机构提供可接受格式的电子文档

( 文章和图表)。

⑥国外出版机构负责电子版的设计、生产、出版、宣传、

推广。

( 2)在线稿件管理系统。

目前, 国际上常用的系统有 : Manuscript Central ( Scholar

One )、Bench Press( HighWire Press) 和 e Journal Press 等。这

些稿件管理系统并非国外出版机构自己开发的,需单独进行

成本核算, 或计入合作出版成本。目前部分合作期刊可以使

用国外出版商提供的系统, 但是, 编辑部需要考虑一旦合同

期满后如何解决原始数据保存、转换等问题。

( 3)建立数字期刊回溯文档库。

国际出版机构制作过刊电子版全文( 需编辑部提供过刊

电子文档或印刷版) ,国际出版机构独家销售。

2 3 3 国际宣传及营销

( 1)网络版销售。目前的合作不涉及版权合作, 国外出

版机构仅作为中国期刊销售代理,主要有海外独家代理和全

球独家代理。

( 2)印刷版海外销售。销售模式为独家代理印刷版海外

销售。

3 国际合作效果与分析

3 1 国际显示度

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的国际显示度

有所提高。国外出版机构既有知名的出版品牌,又有成熟的

国际销售渠道, 大都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平台。通过国际合

作, 促进了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和及时的传播。例

如, 《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所发表的论文在 SpringerLink

上的下载总数连续 5 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由 2006 年的

89 720次上升至 2010 年的640 375 次,增加了6 倍多 [3] 。《中

国物理 B》( 英文版)于 2001 年开始与英国物理学会合作 [4] ,

该刊的海外发行量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2008 年网络版海外发

行量为 1 705 个订户, 涉及 109 个国家和地区, 2009 年 1 ~ 10

月在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网站的下载量达到近 8 万次。《数

学学报》(英文版) 2009 年 1 ~ 9 月在 SpringerLink的下载量为

4 2 万次。调查数据显示, 在已经获得下载量数据的 7 个编

辑部, 其期刊论文的下载量通过国际合作都有较大程度的提

升。如《亚洲男性学杂志》从 2005 年开始与 Blackwell 合作,

其网络下载量从 2006 年的 13 109 次, 提升到 2007 年的 24

894 次,年增幅达到 90% ; 《地理学报( 英文版)》年下载量从

合作前的 12 000 次提高到 20 000 次, 提升幅度也有67%。

3 2 学术影响力

总体而言, 合作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有一定的扩大。

2002 2009 年间,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期刊的 SCI 影响因子

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如《细胞研究》在 JCR中的影响因

子从2005 年的2 161, 提高到 2007 年的 4 217, 并持续大幅

提升到2009 年的8 151。《中国药理学报》影响因子也呈现

逐步增加的良好态势, 从 2005 年的 1 123 提高到 2009 年

的1 783。

研究发现,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提升水平并不均衡, 其中

一部分较为显著,一部分变化不大。这说明国外网络平台的

作用只是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途径之一, 而且不同出版商

对期刊的推广和宣传能力有较大不同。另外,国外出版商吸

收中国优秀学术资源的最主要目的是实现其商业价值, 他们

对中国期刊学术质量的关注是出于对其总体数据库质量的

考虑。《中国药理学报》认为, 期刊网络版下载量的提高、编

委国际化、稿源国际化、加入国际检索系统等主要还是期刊

本身积极推动的结果。因此,中国期刊借助国外出版商提升

学术影响力是现阶段的一种可行策略,但最关键的还是要通

过期刊自身的努力来实现,不能对外商过于依赖。

3 3 稿件国际化

各刊合作后的国际来稿数量变化不一。如对《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报》近四年国内外投稿量的统计显示, 该刊自

2005 年开始与 Springer合作以来 , 国外来稿量持续增加, 而

且这种增长与其 SCI 被引频次的增长是同步的。对《亚洲

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数量统计显示, 该刊自 2005 年开始

与 Blackwell合作以来,国外稿件量有显著增加 ,其中来自亚

洲的稿件数量增加最为明显, 而且其 SCI 的被引用数据也

迅速提高。

探讨期刊影响力提升背后的原因,结论是多种因素共同

起作用的结果。编辑部为了期刊影响力的提升一直在做不

遗余力的各种努力,包括编委的国际化、举办国际论坛、投稿

审稿国际规范化等。因此,期刊影响力提升不仅仅得益于国

际合作,也是期刊整体国际化运作的结果。

3 4 规范国际化

在期刊国际合作中,国外出版机构对中国合作期刊提出

了更高要求,使我们的编辑工作更加规范, 更加符合国际惯

例。国外出版机构对中国期刊编辑开展的培训活动,对编辑

人员素质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 5 经济收益

通过国际合作 , 拓宽了国际发行渠道 , 拓展了国际

市场 , 部分合作期刊的经济收益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合作期刊获得经济收益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 年度付

费和收入分成。调研发现, 年度付费的额度一般为 1 2

~ 16 万元人民币 , 占编辑部总收入的 5 % ~ 2 5% 。收入

分成又分为印刷版海外发行和网络版海外发行 , 分成比

例范围在 5% ~ 60 % 。调查也显示 , 部分合作期刊在合

814 http: / /www. cjstp. cn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1, 22( 6)



作初期还没有获得经济回报。

这些数据显示, 由外方做销售代理的确给部分期刊带来

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但分成的比例却有较大差别。因此 , 在

合作的谈判过程中, 编辑部在充分考虑合作目的的前提下,

可以通过谈判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 国际合作问题与思考

4 1 合作目标方面

国际合作目标应该更为明确。调研发现, 部分期刊开展

国际合作并不是自己主动发起的,而是在国外出版商推动下

开始的, 编辑部对合作目标、合作预期和合作效果缺乏深入

思考, 更没有从期刊发展战略层面规划期刊的国际合作。同

时, 由于国际合作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模式, 没有成熟的规

范和经验可借鉴和参考, 合作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难免的。

因此, 中国期刊在进行国际合作之前, 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要根据期刊的长远发展规划, 以我为主 , 积极主动,

切实设定开展国际合作要达到的目标; 二是在寻找合作伙伴

时一定要对出版商的特点和优势进行充分了解和掌握, 结合

期刊自身特点和长远发展规划,发现与期刊目标最为契合的

国外出版商, 从而选择最为合适的国际合作伙伴。

4 2 合作模式方面

合作模式有待优化。调查发现, 中外期刊合作的基本模

式是外方作为中国期刊的全球销售代理,这其中占多数的是

海外独家代理, 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期刊销售模式是全球独

家代理, 而全球独家代理就意味着中国利用自己的期刊资源

还要通过国外出版商这种渠道,这显然会增加中国国家文献

资源保障的成本。因此, 建议在协商合作方式时应该坚持海

外代理而非全球独家代理的模式。

4 3 合同签订方面

合同签订过程需要规范和引导。通过对合同签订的主

体、方式、语言、内容修改、约定的仲裁法律等角度的调研, 多

数期刊编辑部对合同的签订给予了充分重视。但其中存在

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合同谈判一般由编辑部单独出面, 面对

经验丰富的国外出版机构, 编辑部显然处于劣势; 合同语言

多是英语, 这对日后解决出现的法律纠纷不利; 仲裁法律方

面, 部分编辑部对此缺乏基本的认识和知识, 存在隐患。因

此, 合作谈判与合同签订是当前国际合作中的关键问题之

一, 有必要对此进行引导与规范。

4 4 权益保护方面

中国期刊的权益保护有待加强。在有关论文版权、网络

传播权、期刊设计版权等方面, 部分编辑部对这些权益的归

属、界定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还比较淡薄, 还没有充分意识

到它对期刊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仅为了单纯追

求影响力扩大而使期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或威胁, 或是因为

编辑部自身无法与外商相抗衡,因而签署了可能存在潜在风

险的合作协议。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合作中存在的相关权益

保障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和援助, 使中国期刊尽量避免签订不

对等的合作协议,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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