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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研国际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现状，探寻我国科技期刊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方向。【方法】基于我国科技

期刊实际、政策导向与专家意见，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现状进行相关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对比。【结果】明确媒体融

合概念、特点、发展历程及国内外发展状况，分析现阶段我国科技期刊融合进程中的不足，提出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

方向与着眼点。【结论】媒体融合具有帕累托效应，需尽早建立科技期刊融合效果评价体系; 相较于国外科技期刊集团化运

作、立体化网络运营与矩阵化传播模式，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具有自身特色，但融合质量参差不齐、运营管理薄弱; 可依据

“1 个总趋势、5 个特质、N 个创新点”的思路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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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广泛运用，科技期

刊内容与新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科技期刊品牌效

应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成为科技期刊工作者亟待剖

析与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正积极与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融合，但融合

力度与深度尚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国内外学者针对

传统媒 体 融 合 从 不 同 层 面、角 度 进 行 了 广 泛 探

索［1－15］，其中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的研究多以个别期

刊为例，或单从某个视角进行探讨，本研究基于已有

研究成果，系统阐述媒体融合概念、发展历程及国内

外发展状况，并与国外科技期刊融合发展成果进行

比较，明确我国科技期刊在现阶段融合发展进程中

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

方向与着眼点，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建设

增砖添瓦。

1 媒体融合相关问题

1．1 媒体融合概念与特点

蔡雯等［16］最初将 Media Convergence 译为“媒

介融合”，现译为“媒体融合”。严格说媒体与媒介

有所区别，媒体是媒介和内容体系的组合［17］。媒体

融合既包括媒介形态的结合，也包括基于信息内容

的媒介功能、服务方式、传播渠道、管理模式、组织结

构等要素的融合［3］。蔡雯等［16］最初定义媒介融合

为“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

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在经济

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

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

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核心内容包括媒介内容、传播

渠道和媒介终端 3 个方面的融合。现阶段媒体融合

指的是“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

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

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
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18］。

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融为一体、合而为

一”，呈现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融合状态，提

供个性化、垂直化的知识服务，为用户创造更大的价

值。在中国，媒体融合既是组织、人才、技术、管理制

度的融合，也是体制的融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变化和变革的缩影［19］。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媒体之

间最核心的事情是拥抱新媒介，创办新媒体，形成新

的媒体生态。各媒体有其自身优势并都在做好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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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正是把不同的媒体优势相互叠加，形成一个

超大的利益共同体，使各媒体相得益彰，更容易形成

合力，因此媒体融合引起的变革符合帕累托效应。
媒体融合的结果必然是在各大数据库、网站、传

播媒介之间建立大量关联链接，如增强出版［20］，在

融合过程中将各利益主体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或利益共同体，以实现协同发展。姚雪梅［3］认为科

技期刊媒体融合涉及的主体主要有期刊用户( 作者

或读者) 、期刊编辑及专家、网络服务商。在融合出

版中，期刊出版社要以用户需求为核心设计、规划产

品内容与形式; 编辑做好内容创新，提升其在科研成

果传播链条中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创新编辑价值与

回报方式; 为同行评议专家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工

具，更要创新其价值回报方式，尤其是精神回报，如

同行评审者慈善激励制度［21］就是很好的尝试; 与各

大数据库、网络平台、传播媒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
联以及长久的有效存储关系，始终保持科研成果的

完整性与可持续关联性。
1．2 媒体融合发展历程

“媒体融合”最早由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提

出，其诞生与演变详见文献［16］。多数研究者认为

“媒介融合”最早由蔡雯于 2004—2005 年在美国进

行富布莱特项目研究时引入国内; 2006 年之后，该

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严三九［1］对其进行

较为系统的梳理。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18］，将

媒体融合从行业认识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同年移

动终端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移

动媒体成为媒介融合的连结点，因此业界将 2014 年

称为我国的媒体融合元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媒体融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张海生等［2］将我

国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分为刊网互动( 2000—2010
年) 、刊网融合( 2010—2014 年) 、新媒体融合( 2014
年至今) 3 个阶段，目前正处于新媒体融合阶段。
1．3 融合效果评估体系

随着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媒体融合的效果测

量成为时代命题。科技期刊需加强媒体融合评估体

系的研究，尤其是评估体系中各指标的遴选与权重

分配研究，以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孙光磊［6］认为

国外关于媒体融合方法、融合程度与效果的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比较完善，并提出电视节目融媒传播的

评估体系; 赵彤［7］运用大数据研究的方法建立传统

媒体融合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和理论模型; 2018
年 6 月 8 日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CTＲ”) 重磅发布 CTＲ 媒体融合效果评估体系，将

评估对象逐步扩大到广电机构、频率、栏目以及纸媒

在内的所有传统媒体机构，并推出针对全媒体生态

的评估，意将所有媒体属性的机构均纳入评估体

系［22］，此举具有重要意义。

2 国际科技期刊媒体融合构建特点

国际科技期刊呈现集团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网

络平台呈现关联链接立体化、传播渠道矩阵化。国

外大型出版集团媒体融合过程中重视资源的积累与

集聚，投入巨资研发新技术，构建立体化网络平台与

传播矩阵，并在集聚的海量数字资源基础上进行深

入分析，开发二次产品，提供深层次知识服务。相对

于国外，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建设虽有一定差距，

但也有自身特色。
( 1) Elsevier 引领全球专业信息与决策方案服

务。Elsevier 投入巨资进行数字化技术研发，以用户

需求为中心开发数字内容产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Elsevier 领先从纸质出版成功转型到数字出版领

域; 21 世纪以来，逐渐由科学、技术及医疗专业出版

商转型为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23］; 2010—2013 年，

该集团平均每年投入 5 亿英镑用于技术创新; 2013
年以后，Elsevier 领先提供全球诸多领域的专业信息

解决方案，如信息分析解决方案和数字化工具［24］，

自此，电 子 产 品 收 益 占 到 其 总 收 益 比 例 的 66%;

2018 年 Elsevier 开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

用，探索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目前 Elsevier 利用其

研发的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共享各大细分市场的数据

资源及其分析结果，未来要在海量数据、高品质内容

基础上，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开发“数字决策工

具”，以满足用户需求［24］。
( 2) PLoS 成 就 开 放 获 取“金 色 道 路”典 范。

PLoS 使论文出版成为讨论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将学

术出版和成果交流变成作者与用户可以接触、互动

的过程，挖掘学术研究和成果共享的最大价值［25］。
如 PLoS ONE 采用“先出版、后评价”的方式，实现互

动出版( 属于增强出版的模式) ［25］; PLoS 的增强论

文与 Figshare 数据库关联出版，用户可将碎片化的

内容分享到 Facebook、Twitter 等社区网络; PLoS 平

台为期刊的编辑出版、发布传播、开放获取、社会评

价、沟通交流等营造良好的技术环境。PLoS 能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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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刊物品牌的一个必要因素是拥有复合型人才团

队: 由 14 人组成的董事局，下设发展部、网络部、财
务部、生产部、市场部等机构，并为不同期刊组建专

业运作团队，施行“刊物自治”［25］。
( 3) Springer Nature 创新科研理念，帮助科研人

员进行有效研究。Springer Nature 在其各个平台上

发布大量文章，帮助科研界创新开放科研理念。平

台内容立体化关联呈现，为作者提供可以出现在社

交渠道、高频使用的网站、机构知识库、作者个人网

站以及学术合作网络等平台的共享链接［26］，形成传

播媒体矩阵。Springer Nature 为帮助科研共同体充

分利用开放科研所带来的便利，新推出 SciGraph 关

联开放数据平台，集成 Springer Nature 及其合作伙

伴的数据资源，让分析 Springer Nature 出版物的相

关信息变得更加容易［27］。Springer Nature 数据库及

其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图书馆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

务，研究人员可以快速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进行有

效研究。

3 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现状

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取得重大进展，具有自身

的特色，但总体融合深度仍不够。
( 1) 我国科技期刊重视网站的构建，大多数期

刊拥有自建网站。我国科技期刊大多数已建立自己

的门户网站，初步实现全网络化生产，多数网站基本

融合 3 个系统 ( 即面向作者、审稿人和编辑的采编

系统; 面向产品生产的排版制作系统; 期刊门户和权

威数据发布的网站和网刊发布系统) 、1 个平台( 面

向领域读者的全媒体在线综合服务平台) 的各个功

能［11］，实现开放获取出版、优先出版与 HTML 阅读，

可通过微博、微信、QQ 等渠道进行内容分享，取得

较好效果，如《激光技术》［11］。此外，大多数期刊通

过 与 中 国 知 网 (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 等数据库合作实现单篇论文网

络首发，域出版也逐渐被科技期刊热捧［5］。
( 2) “两微一端”是我国科技期刊内容与新媒

体传播渠道融合的主要形式。我国大多期刊，使用

微博、微信公众号、QQ 群等社交媒体与作者互动，

相对来说，微信公众号在科技期刊领域应用更普及;

同时成立专门的新媒体部、数字出版部等负责期刊

的对外交流与传播［2］。例如:《暖通空调》的服务内

容多元化，用户黏性高，自 2003 年以来广告收入已

突破 1000 万元［28］; 《金属加工》等在微信平台上构

建电子商城、技术交流平台等模块，开发 App，集合

技术视频、课程、产业资讯、专利标准等资源，搭建制

造业知识服务平台［9］; 中国煤炭期刊网微信公众号

“煤传媒”将 HTML5 应用在期刊宣传、专题组稿、论
文增强出版、新闻事件深度报道、热点抓取等微信内

容和宣传模式的创新上，取得较好的用户反馈［14］;

《中国国家地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科期刊、
CNKI 和维普集团等推出单一型期刊 App、整合型期

刊群 App 或平台型期刊群 App，通过移动端 App 发

布多种形式的多媒体资源( 如音频、视频等) ，用户

可在线浏览、订阅相关内容，对感兴趣的内容可通过

社区网络进行分享［15］，但目前国内科技期刊 App 存

在阅读体验差、融合程度低、交互甚微、文献不能开

放获取等不足［29］。
( 3) 积极加盟各种数据库，拓展传播渠道。大

多数期刊通过与 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合作来

拓展传播渠道，避免网络技术人才缺乏的劣势，降低

网络运营和管理成本，并利用数据库的规模效应实

现知识资源的高效传播与共享［3］。如 CNKI 对收录

的期刊文献集中分类、存储、整合，进行数字化、结构

化处 理，实 现 HTML 阅 读 与 内 容 社 区 分 享; 同 时

CNKI 与期刊合作实现单篇网络首发、优先出版，并

积极研发与应用新技术，打造增强出版［20］、数据出

版［30］等新的出版与服务模式，向用户提供个性化、
多元化知识服务。

( 4) 学科期刊集群发展势头良好。部分有实力、
有影响的品牌期刊创建专业领域学科集群，通过加

盟、改造以及孵化等路径拓展期刊集群规模，以专业

平台带动期刊及期刊数据的汇集，并对数据进行二次

挖掘利用，提供专业的知识服务，引领学科的发展。
例如: 中国光学期刊网打造的集学术、资讯和产品三

位一体的科技期刊联盟平台———光电汇［31］;《中国激

光》杂志社为集群化发展组建复合型人才团队，形成

以近 40 位复合技能职业化人员为核心、全球近 500
名资深光学专家紧密参与的高效出版队伍。

总体来说，国内科技期刊重视并积极尝试各种

融合方 式，构 建 期 刊 门 户 网 站，通 过 微 信、微 博、
App、QQ、E-mail 等传播渠道全方位推进科技期刊与

新媒体的融合; 多数期刊积极加盟各种学科集群与

大型数据库，提高被获取与利用的机会，但我国科技

期刊集群技术创新与运营能力不足，缺乏吸引外部

期刊加盟的内在黏力; CNKI 等大型期刊检索平台尝

试构建增强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虽拓展期刊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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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式，但对合作期刊的品牌塑造较为欠缺，大

刊、强刊的品牌塑造与建设尚需继续探索。

4 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方向

通过对我国重要政策文件与国家领导人重要讲

话进行梳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基本明确我国科技

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与着眼点，即 1 个总趋势、
5 个特质与 N 个创新点( 图 1) 。

1 个总趋势是指科技期刊媒体融合要注重互联

网思维，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最终建设成一体化媒体

融合生态链。深度融合应具有 5 个特质，即集约化

或集群化、立体化网络平台、全媒体产业链、传播媒

体矩阵与跨界融合经营。同时应从 N 个创新点着

眼期刊出版模式与技术应用建设，比如，对已开展的

单篇论文网络首发、优先出版、开放出版、域出版、数
据出版等出版模式进行深化应用，对正在热议的全

媒体出版、互动出版、增强出版、语义出版、可视化出

版、增强现实等创新模式进行应用突破，超前突破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新技术在科

技期刊界的应用，开发内容产品。

图 1 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方向及着眼点

4．1 集约化或集群化协同发展，集聚优势合力

从国际科技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来看，Elsevier、
PLoS 等大型出版集团更容易取得成功，我国科技期

刊“小散弱”的特征严重制约科技期刊争夺国际话

语权的步伐，单刊要想脱颖而出，必须善于利用自身

优势，提升竞争能力。( 1) 强化自身特色，塑造期刊

品牌，采用“共媒体云”理念，扬长避短，发挥内容优

势。我国科技期刊经过长期发展，在内容生产流程

中集聚了厚重的内容资源、规范的编辑出版流程、专
业的期刊编辑队伍、大量的专家与作者群体，然而由

于技术力量的欠缺、人力资源的匮乏及运营理念的

淡薄，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转型进程缓慢。对此，

科技期刊可以借助共媒体云理念，集中精力做好上游

产品规划与设计［32］，将学术内容生产、技术保障、市
场运营三大环节紧密联系起来，发挥各自优势，推动

科技期刊办刊模式的更新和期刊集群的发展。( 2) 抱

团取暖，走集群化、联合发展之路，集成各刊优势、集
聚资源、创新知识服务模式，形成竞争合力［10］。

4．2 打造立体化网络平台，创新知识服务模式

积极尝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科技期刊，着力打

造集内容、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知识信息服务平台，

创新 知 识 服 务。我 国 科 技 期 刊 也 可 打 造 类 似

Elsevier、Springer Nature、PLoS 等构建的立体化网络

平台［33］，将多种不同产品集成在一起，构建集网络

出版协同采编、统一检索、文献评价分析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平台; 将录用论文在线预出版或优先出

版，争取首发权; 改变传统评审模式，实现开放同行

评议，尝试互动出版; 实现增强出版，关联大量不同

类型、相关的数据信息，使科研成果呈现方式更完

整、更多元，获取更便捷，传播更灵活; 可以构建传播

矩阵，并 为 作 者 提 供 出 现 在 任 何 地 方 的 共 享 链

接［26，34］。也可以利用可视化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及

可视化工具将科学数据和信息立体地呈现在研究人

员面前，实现可视化出版［35］。也可应用虚拟现实 /
增强现实技术将专业的科学知识更形象立体地呈

现，使专业内容更容易理解，扩展期刊服务对象。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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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源的集聚与技术的发展，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

搭建专业数据库，实现内容生产商向内容服务商的

转变，并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

术优势，加强内容筛选的技术和能力，满足读者的真

实需求，实现盈利增长［8］。
4．3 构建全媒体产业链，形成跨媒体生态系统

科技期刊可围绕“内容+平台+终端+用户”，打

通全媒体产业链条，以优质内容为基础，利用电子商

务、在线教育等新兴的业务形态，构建一个跨媒体生

态系统———全媒体产业链［8］。全媒体整合传统媒

体的内容资源与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以相互融合、优
劣互补的全新形式提高用户的阅读体验; 同时内容

产品始终围绕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增强媒体与用户

的黏合度，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期刊出版社目前

没有典型案例，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引进外部专业公

司，整合内部机构资源，尝试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使

用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从原来的 3 张报纸发展成

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建立较为完善的全媒体产业

链［8］，可参考借鉴。
4．4 构建传播媒体矩阵，实现立体运营

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使未来的期刊出版与传播

呈现多媒介、跨媒体、跨终端的多元化特征。期刊出

版部或集群都可建设自己的专业网站，利用自媒体

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移动终端客户端、移动搜索、移
动网站等形成高效的媒体传播矩阵，采用“优质内

容+一切端口”的模式［36］，实现各媒体的深度融合，

实现立体运营格局，提高科学传播效率［37］。
4．5 尝试跨界融合经营，实现利润增长

顺应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数字出版、开放获

取出版、新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陆续在期刊界

推广应用，但我国科技期刊却未因此赢利。如何能

实现资本的可持续供给与突破，市场化运营与跨界

融合经营或许是我国科技期刊突破资金壁垒的途径

之一。目前，传统出版企业的跨界发展主要有 3 种

形式，即内生式跨界发展、合作式跨界发展、资本融

合式跨界发展，其中资本融合式跨界发展是目前大

型传统出版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流形式，可以使双方

合作更为紧密，且传统出版企业能在短期内掌握跨

界领域的核心技术，更快实现盈利［8］。如凤凰传媒

集团通过入股、资本并购等方式实现跨界深度合作，

将教育资源以游戏方式呈现; 阿里巴巴“倒整合”传

统媒体等。我国科技期刊大多单刊经营，拥有权威

的科研成果和较强的自主权，可学习参考上述跨界

融合经营模式，探寻最佳的盈利模式。

5 结语

通过文献调研与案例分析，系统梳理媒体融合

相关问题及其特征，对比国内外媒体融合构建特点

与现状，结合我国政策导向与发展实际，指出我国科

技期刊媒体融合将朝着“1 个总趋势、5 个特质、N 个

创新点”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我国科技期刊媒

体融合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实的制约因素依旧较

多。科技期刊工作者需要“树立一体化发展观念、
强化互联网思维、增强借力发展意识、发扬攻坚破难

精神”，进一步探寻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最佳路

径，促进深度融合，打造具有高影响力的中国期刊或

期刊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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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edia conv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media convergence for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s．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cas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w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a convergence of domestic scientific journal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scientific journals，policy guidance，and expert advices． ［Finding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development process，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media convergence at home and abroad，analyses the deficiencies of
domestic scientific journals in the process of media convergence at this stage，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and focus of the media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for domestic scientific journals． ［Conclusions］Media convergence has Pareto effect，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convergence effect of scientific journals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Compared with the collectivized
operation，three-dimensional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trix communication mode of foreign scientific journals， the media
convergence of domestic scientific journal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but the quality level of convergence is not uniform，and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is weak．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 one general trend，five characteristics and N innovation points"，we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edia convergence of scientific journa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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