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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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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网络调查法和案例分 析 法 对 国 外 和 国 内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数 字 化 出 版 平 台 进

行调研和对比分析，探索了国 内 外 学 术 期 刊 数 字 化 出 版 平 台 的 发 展 现 状 和 特 征，为 我 国 学

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的 研 究 和 发 展 提 供 参 考。研 究 发 现 国 外 期 刊 数 字 化 出 版 平 台 在 资

源整合、个性化服务、优先出版和开放获取等方 面 发 展 较 为 成 熟；国 内 学 术 期 刊 数 字 化 出 版

平台发展较快，但尚未形成一 站 式 知 识 服 务 平 台，出 版 周 期 相 对 较 长，出 版 形 式 不 够 丰 富，
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等。针对现状分析，归纳出 打 造 专 业 集 群 化 出 版 平 台，丰 富 出 版 形 式、
加快优先出版和开放获取，发 展 一 体 化 出 版 方 式 实 现 多 终 端 发 布 等 方 向，为 国 内 学 术 期 刊

数字化出版平台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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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年 来，互 联 网 技 术 和 数 字 技 术 的 迅 猛 发

展显著改变了世 界 范 围 内 出 版 产 业 的 发 展 模 式

以及人 们 的 阅 读 方 式。对 于 学 术 期 刊 而 言，传

统的主要依托纸 质 出 版 的 方 式 已 不 能 满 足 时 代

发展的要 求，必 须 在 内 容 生 产、产 品 形 态、管 理

发 行、信 息 传 播 等 各 个 方 面 实 现 数 字 化 转

型［１－２］，才能 拓 展 学 术 期 刊 的 生 存 空 间，提 升 其

竞争力、影 响 力 和 传 播 力。２０１６年 中 国 科 技 论

文统计 与 分 析［３］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６年ＳＣＩ数 据 库

收录世界科技论 文 共１８９．６７万 篇，其 中 收 录 中

国科技论文３２．４２万 篇，仅 次 于 美 国，居 世 界 第

二；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国论

文总被引频 次 为１　９３５．００万 次，平 均 每 篇 论 文

被引用９．４０次。科 技 论 文 数 量 和 被 引 频 次 急

剧增长，中国已 成 为 科 技 大 国。然 而，中 国 的 学

术期刊 中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知 名 期 刊 数 量 较

少，学术期 刊 集 群 出 版 平 台 的 功 能 和 学 术 传 播

力与国外 相 比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差 距，这 与 中 国 目

前的科 研 实 力 无 法 匹 配。因 此，建 立 功 能 集 成

化、多元化，更加符 合 数 字 化 时 代 用 户 需 求 的 出

版平台系 统，不 仅 是 提 升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学 术 影

响力的重 要 内 容，也 是 推 动 中 国 学 术 强 国 建 设

的重要发展战略方向。

厉衍飞［４］等通过波特五力方法对中国学术期

刊数字出版平台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学术期刊平台发展的三种模式，以及

相关建议：强调个性化服务，增强知识搜索功能，

加强与平台外部的链接和合作等。陈辉［５］分析了

我国期刊网站建设情况，提出了中国学术期刊门

户网站建设方案和未来网络化学术期刊的发展模

式。很多学者对国内外数字化出版平台的发展做

了分析总结。通过调研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提取

出国外数 字 化 出 版 平 台 发 展 的 主 要 特 征 作 为 参

比，探讨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的发展

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我国学术期刊的数

字化出版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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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特

征分析

（一）国外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现状

欧美等国在１９世纪初就已意识到了 集 合 学

术期刊内容的数字化平台的前景及其对科研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至今，国外已形成多个较为

成熟的期刊出版平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
（１）Ｅｌｓｅｖｉｅｒ提 供 的 在 线 产 品 数 字 化 出 版 平

台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１９９７年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创 建 的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出 版 平 台 正 式 上 线，平 台 整 合 了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期刊、图书、工具书及其他信息资源。
（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推 出 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学 术 出 版

平台。１９９６年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的电子出版平台Ｓｐｒｉｎｇ－
ｅｒＬｉｎｋ上线。２０１５年５月Ｓｐｒｉｎｇｅｒ与Ｎａｔｕｒｅ合

并，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学术出版行业的地位。
（３）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的 网 络 平 台 Ｗｉｌｅ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平台涵盖学科广，拥有影响因子

高达１８７．０４的 医 学 期 刊 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令

Ｗｉｌｅ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平 台 在 学 术 期 刊 出 版 领 域

的地位难以撼动。
（４）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的最新出版平台Ｔａｙ－

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Ｏｎｌｉｎｅ。
（５）国际知名的科技社团如美国电气电子工

程师联合会（ＩＥＥＥ）的ＩＥＥＥ　Ｘｐｌｏｒｅ数字化平台；
美国化学会（ＡＣＳ）的网络出版平台ＡＣ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英 国 皇 家 化 学 会 （ＲＳＣ）的 ＲＳ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等。

（二）国外大型数字化出版平台的主要

特征

１．一站式出版平台

大型数字化出版平台已经实现论文 从 投 稿、
审稿、编辑、加工、上线发行等流程全部网络化操

作，提高了审稿速度，打破了地域限制，扩大了审

稿专家和优质作者资源库，同时显著提升了用户

体验。例如，作者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平台注册了账

户，即可在ＥＥＳ采编系统的平台期刊主页上直接

投稿，用户只需注册一次，即可在平台上进行多个

期刊的投稿、查询、订阅、浏览、检索等，方便快捷。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平台还提供了论文的ｈｔｍｌ版本，可
在不同终端进行方便灵活流畅的阅读（自适应模

式）全文，不论 在ＰＣ端 还 是 手 机 端，数 据 和 图 表

都可以单独下载。此外，国外期刊出版平台还提

供了 丰 富 的 研 究 和 行 业 资 讯，如Ｓｃｉｅｎｃｅ平 台 的

Ｌａｔｅｓｔ　Ｎｅｗｓ和Ｃａｒｅｅｒ　Ｎｅｗｓ，将平台打造为多元

化的知识平台，使用户及时了解各学科领域的研

究前沿和研究热点。

２．强大的检索和链接功能

大型数字化出版平台储存了数百万 篇 文 献，
必须具备专业的检索功能才能方便快捷地从海量

数据中查找出所需文献；用户在检索时还可以直

接查看链接的文献或信息，通过这种关联可以追

溯某个课题的研究历程，方便科研人员全面了解

某一领域的发展。

３．优先出版

期刊的优先出版是指将已经录用并定稿的论

文在印刷见刊前优先进行数字化出版。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于１９９８年正式推出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ｒｓｔＴＭ在线优先出

版，目前国外各大出版商已拥有较为成熟的优先

数字出版平台，如Ｓｃｉｅｎｃｅ的Ｅｘｐｒｅｓｓ，Ｎａｔｕｒｅ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Ｉｎ　Ｐｒｅｓｓ
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的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ｒｓｔ等［６］。优先出版文献

通过分配 的ｄｏｉ号 作 为 标 识 符，即 可 正 常 引 用。
并且通过可解 析 的ｄｏｉ可 累 积 论 文 的 阅 读 量、下

载量和引用量。国外优先出版的经验也证实了优

先出版在缩短文献发表周期、加快科技成果的传

播速度、增加论文的 Ｗｅｂ下 载 量、提 高 期 刊 影 响

因子，提升期刊的影响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４．开放获取

科技论文的 开 放 获 取（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ＯＡ）出

版消除了用户获取信息的障碍，有助于论文的快

速传播，提升其影响力和成果转化速度，ＯＡ出版

已成为数字化出版发展的主流趋势。自２００２年，
国 外 先 后 出 现 了 如 ＤＯＡＪ，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ｏＳ，Ｈｉｎｄａｗｉ等 知 名 ＯＡ 平 台，目 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有 完 全 ＯＡ 期 刊６００多 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Ｏｐｅｎ平 台 中 完 全 ＯＡ 期 刊 有 约２００
种），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ｉｌｅ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
等国际知 名 学 术 出 版 商 也 积 极 推 进 期 刊 ＯＡ出

版。近年 来 巨 型 期 刊（Ｍｅｇａｊｏｕｒｎａｌ）这 种 大 型、
涵盖范围广、采用仅“科学合理性”同行评审的开

放获取期刊［７］的涌现和快速发展，已迅速 进 入 学

术交流领域，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研究的传

播 方 式。但 对 于 Ｍｅｇａ期 刊 的 发 展 尚 存 争 议，

Ｍｅｇａ期刊巨 大 的 出 版 量 和 被 称 为“轻 质 同 行 评

审”［８］的模式，使得有人认为它们是“低质量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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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倒地”或“内 容 低 劣 的 垃 圾 场”［９］。因 此，学

术期刊的ＯＡ出版虽然为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但同行评议是其重要环节，ＯＡ出

版必须以保证论文质量为前提。

５．个性化服务

用户可自主定制信息，建立个人图书馆，获取

所需信 息 推 送，以 及 一 些 特 殊 的 推 荐 功 能。如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Ｄｅｓｋ平台，可根据投稿

内容自动为作者推荐匹配的目标期刊。国外数字

化出版平台与社交媒体的合作程度较高，几乎所

有平台都 支 持 大 型 社 交 媒 体 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
ｔ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ｉｎ等的 分 享 和 传 播，对 于 提 高 论 文 的

阅读和引用、期刊的显示度、期刊影响力有着很大

作用。此外，数字化平台使得学术交流开放性有

了较大突破，研究人员可在线对所关注的研究成

果进行评论或与同领域研究者进行学术探讨，促

进本学科科研进展。如ＲＳ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于２０１３
年上线的博客模块（ＲＳ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ｇ），用 户

可以就关注领域发表博客文章，与世界各地同领

域研究者进行线上交流互动。

二、国 内 学 术 期 刊 数 字 化 平 台 发 展

现状

中国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起步较

晚，但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中国知网、万
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三大平台，还有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的首发论文平台、超星域出版平

台，以 及 中 华 医 学 会 学 术 期 刊 群、中 国 光 学 期 刊

网、中 国 地 学 期 刊 门 户 网、资 源 环 境 学 术 期 刊 集

群、中国水产期刊网等专业化集群出版平台［１０］的

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

进程。目前国内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发展的

现状如下。

（一）国 内 数 字 化 出 版 平 台 发 展 速 度

快、规模大

目前，中 国 知 网 收 录 国 内 学 术 期 刊 约８　０００
种，全文文献 总 量５　１００万 篇。万 方 数 据 知 识 服

务平台包括中文期刊和外文期刊，其中中文期刊

共８　０００余 种，核 心 期 刊 约３　２００种，还 收 录 了

１９９５年以来世界各国出版的２０　９００种重要的外

文学术期刊。维普网共收录期刊１４　３７３种，核心

期刊１　７００多种，全文文献总量６　３７５万余篇。国

内学术期刊已由传统的出版模式向数字化、集成

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出版模式转型发展。

（二）专业集群化出版平台的发展成为

特色

专业集群网站将一个专业领域内的期刊组织

在一起，集组稿、收稿、审稿、编辑加工、发布等功

能于一 体，内 容 更 专 业，界 面 更 友 好，信 息 更 细

化［１１－１２］。如中 华 医 学 会 网 站 是 目 前 国 内 最 大 且

最具影响力的医学专业网站，实行统一办刊，统一

模式，统一编排标准，逐步形成了集团化优势和规

模效应。又如资源环境学术期刊集群平台提供了

图表检索功能，可使用户快速获取所需专业数据。

但国内专业化平台还存在诸多问题，平台规模普

遍较小，汇集资源不够；平台功能不完善，例如，除
了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地学期刊网可以实现一次注

册、多刊投稿，其余十几个专业集群化平台只能在

各刊独立投稿。

（三）数字化出版平台海量信息的整合

维普网不但提供文献检索、文献引证追踪、科
学指标分析、搜索引擎服务，还建立了智库，用户

检索关键词时，可以获得相关领域代表性的研究

机构和学者的信息。中国知网提供的“知网节”服
务，可以使用户查阅检索到的文献时获得更多的

扩展信息，如引文、关联作者、相似文献、基金文献

等相关信息。国内期刊数字化平台在数据整合与

链接方面进展迅速。

（四）优 先 出 版 发 展 整 体 滞 后，出 版 周

期较长

国内学术期刊的优先出版目前仍处于起步阶

段，主要有中国知网的优先出版系统，万方网为国

内部分核心学术期刊提供的优先出版服务，一些学

术期刊自建平台的优先出版模块，以及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平台。总体来说，国
内期刊优先出版的文献比例较低。中国知网优先

出版平台合作期刊中选择优先出版的期刊有单篇

出版，如建筑材料学报；整期出版，如复旦学报（自
然科学版）。而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优先出版

时滞为７～１０个月。建筑材料学报优先出版频率

较高，单篇优先出版比印刷版提前了近７个月，但
其优先出版时滞仍在８个月左右。国际上许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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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期 刊 的 出 版 时 滞 已 几 乎 消 灭，如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顶级期刊

都是录用当天即上线。可见，国内优先出版发展现

状距离主流优先出版还有一定的差距。

（五）交互性不够，出版模式单一

数字化出版的理念已不再局限于发布论文，越
来越倾向于为用户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例如，
开发针对用户的有效的文献、咨询、研究热点、数据

等推送；针对作者的投稿导航（如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提供期

刊的影响因子、退 稿 率、审 稿 周 期、出 版 周 期 等 信

息，供作者参考）；建立大型学术交流“社区平台”。
此外，平台出版模式仍然主要是文字＋图表的传统

论文内容出版，没有将“互联网＋”多元化的优势融

入数字化出版中，提升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中 国 学 术 期 刊 数 字 化 出 版 平 台 发

展方向

随着开放学术研究的发展，单纯提供 期 刊 学

术论文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术交流和研究的需

求。在新的学术交流环境下，学术期刊的数字化

出版平台需要对其功能进行更适应“互联网＋”时
代特色和用户需求的功能设计和发展定位。本文

归纳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的发展方向。

（一）深度开发专业集群化知识平台

随着学术期刊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专业化、集
群化、国际化平台成为发展趋势。目前国内的专

业化集群网站，如光学期刊网、中华医学会、资源

环境学术期刊集群等网站，已经在行业内具有了

一定的影响力。专业集群化平台还需进一步扩大

规模，融 合 资 源，打 造 成 为 一 站 式 知 识 平 台。此

外，与国际第三方平台的链接不可或缺。通过超

链接技术实现跨平台检索和链接，可以方便地获

取引用和被引用文献相关资源以及数据库的海量

信息，形成知识元，使用户快速掌握本学科发展进

展和趋势，达到深度的数据共享。

（二）高 质 量 内 容 为 核 心，丰 富 出 版

形式

学术期刊的出版不论是纸质出版或数字化出

版，其核心都是高质量的内容［１３－１４］。通 过 论 文 评

价指标，建立严格的质量评价体系，保证论文的学

术质量。在保障论文质量的前提下，以各种新型

出版形式对内容进行包装，如语义出版，优点包括

内容结构化、数据融合化、信息可视化、对象关联

化、阅读个性化［１５］；富媒体出版，如国际著名的四

大医学期刊 ＮＥＪＭ、ＪＡＭＡ、ＢＭＬ、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网

站上均 有 多 媒 体 板 块。ＮＥＪＭ 可 将 论 文 作 者 的

采访视频作为论文附件上传［１６］，Ｌａｎｃｅｔ网站上有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ＴＶ、Ａｕｄｉｏ、Ｖｉｄｅｏ板块，可实现多 种

形式多媒体技术展示论文信息。知识服务的网络

化、移动化、即时化、个性化、多样化、立体化将成

为今后学术期刊出版的主要方向。

（三）加快优先出版，扩展开放存取

国外大型出版平台的优先出版证实了优先出

版对于提高期刊影响力、加快科技成果交流和传

播意义重大。近几年中国知网不但开发了优先出

版平台，还研发了腾云出版系统，支持单篇定稿签

发功能，论文被录用后即可单篇优先上线。然而

国内学术期刊优先出版过程中仍存在问题，如优

先版本差错率高，内容与正式版差距较大，都会影

响论文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因此加快优先出版必

须以质量优先，兼顾质量与效率。
积极探索ＯＡ出版模式，对于提高中国学术期

刊的传播速度与影响力具有积极作用。但一些“掠
夺性”期刊的出现使国内学者对于ＯＡ期刊产生了

质疑。“作者付费、读者免费”的模式在国内还未得

到普遍认可。ＯＡ出版模式的发展也缺乏相关支

持。英国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对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研

究论文实施强制性ＯＡ政策；德国马普学会提供资

金以资助作者在ＢＭＣ、ＰＬｏ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等ＯＡ期刊

平台发表文章［１７］。国家层面和出版商方面可考虑

为ＯＡ模式的推进提供政策和基金支持。

（四）一体化出版，多终端发布

近年 来，ＸＭＬ结 构 化 已 成 为 国 外 学 术 期 刊

界数字化发展的主流方式［１８］，借助ＸＭＬ结 构 化

排版技术，可将期刊内容与样式分离进行实时的

结构化生产和编辑，适应不同媒 介 发 布［１９－２０］。利

用ＸＭＬ现代出 版 生 产 体 系 实 现 投 审 稿、编 校 排

版、发布出版一体化是期刊出版的发展方向。国

外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 版 商 的ＥＥＳ在 线 采 编 系 统 即 采 用

编辑、作者线上校对方式，校对完成后即时优先出

版。另外，通过各种终端方便地获取有效信息，支
持用户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也是数字化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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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学术期刊的微博出版、微信公众号出

版以及ＡＰＰ出版的发展方兴未艾，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用户关注，对于科研成果的传播和期刊影响

力提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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