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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发展现状

近几年，中国的科研发展越来越快，单从每年

的科研论文产出来看，中国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

世界第二的论文产出大国，中国科技界已成为推动

世界科技进步越来越强的一支队伍。科技期刊作为

科技论文的主要载体，也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不断

发展壮大。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9 年全国

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 2019 年全国共出版期

刊 10171 种，其中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 5062 种，

占期刊总品种 49.77%，与 2018 年相比，科技期刊

种数增长 0.50%[1]。另外，中国出版的英文科技期

刊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据《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国际

国内引证报告》[2]显示，中国目前有英文科技期刊近

300 种，而且其中一些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年

提高。英文版科技期刊为我国科技论文走向世界做

出了不小的贡献 [3]。据“科睿唯安”发布的 2019 年

度《期刊引证报告》[4]显示，中国大陆共有 243 种英

文科技期刊被收录，约占中国英文科技期刊总数的

80%，从这点来看，中国英文科技期刊被 SCI 收录

的比例还是不低的，说明中国是具备英文科技期刊

办刊实力和能力的。但如果与非英语国家的两个科

技强国德国和日本相比，无论从英文科技期刊的数

量上，还是其所占比例上，中国都还远远落后于这

两个国家 [5]。另外，从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来看，中

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虽然近年来在不断提

升，但和很多国际期刊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发

展空间。

近几年，中国政府为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英文期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扶持和政策鼓励，其

中最大的扶持力度来自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等部门自 2013 年起组织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

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该计划持续对中国英文期

刊给予了直接的、不同力度的资金扶持。随着国家一

系列提升英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政策的出台，一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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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机构或科研院所考虑创办英文期刊或者申请中文

期刊变更为英文期刊，而且这种现象在近几年越来

越普遍。但这里面存在一些盲目跟风的现象，有些

期刊并不存在创办英文科技期刊的条件和能力。本

文拟从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角度加以阐述，

希望期刊管理部门和期刊主办部门都要依据期刊的

实际情况创办英文期刊，以真正地建设一批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以提高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为

发展的战略目标的世界顶级科技期刊群 [6]。

二、科技期刊国际化特征与核心内容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中外学者注意到科技

期刊的国际化发展问题，但是这些早期的研究主要

是针对国外英文科技期刊或单刊国际化发展情况的

分析 [7]。随着国家对本土英文科技期刊越来越重视、

中国本土英文科技期刊数量的逐渐增多，针对中国

本土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入。

一本科技期刊能否称为国际化期刊，首先我们

要定义什么是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其实，科技期

刊国际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不同研究人员从

不同角度分别阐述了科技期刊国际化应该具备的特

征。比如，有作者认为应该从语种、学科分布、期

刊分区、国内学者刊文比例四方面对中国科技期刊

国际化进行分析 [8]，认为语种和国内学者刊文比限

制了中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有作者认为

科技期刊国际化内涵应该是“稿源国际化”、“编委

和编辑团队国际化”、“稿件处理流程国际化”、“出

版发行国际化”和“宣传推介国际化”等 5 个方

面 [9]，中国应该从出版制度、出版模式、出版平台、

传播方式等几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促进中国英文科

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有作者认为科技期刊国际化

应该是“表征国际化”、“内容国际化”、“指标国际

化”和“运营国际化”[10], 并且在期刊发展的不同阶

段，应该制定相应的国际化发展目标，按照国际化

的 4 个特征，有序推进中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

进程。有作者以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为主体，

将社会功能、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 3 个单一评

价维度结合，建立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一体

三维”评价体系 [11]，为改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

发展评价现状提供新思路。有作者认为科技期刊国

际化应该包括两大方面内容：期刊内容的国际化和

内容之外其他方面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编委会

国际化”、“审稿国际化”、“稿源国际化”和“语言

载体国际化”等具体指标 [12]，作者同时认为，中

国目前的期刊国际化其实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初试阶

段，是一种“被国际化”，中国科技期刊要真正实现

“国际化”，还需要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进

行深入改革。更有作者把科技期刊国际化细化为十

大特征，包括：论文质量的国际化、作者的国际化、

读者的国际化、出版语言的国际化、编委构成的国

际化、审稿的国际化、编排标准的国际化、编辑管

理的国际化、印刷质量的国际化和入选检索系统的

国际化等 [13]，并且认为科技期刊国际化的这十大特

征互为条件、互为基础、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只

有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本质和特

征，采取全方位、多层面的综合措施，才能全面实

现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

综合以上对科技期刊国际化的研究结果，笔者

认为，科技期刊国际化特征可以简单分为两方面内

容：出版内容的国际化和出版形式的国际化。出版

内容国际化是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核心；出版形式国

际化其实只是实现科技期刊国际化的一种或多种手

段和方法而已，或者是期刊内容国际化后的附加特

征。所谓期刊内容国际化，就是要实现期刊论文的

作者（特别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国家分布应该实

现国际化，不能只局限于期刊主办国；同时还要考

虑到各国科技发展总体水平的差异和不同科技领域

发展的差异，作者国家分布比例应和此成一定的比

例关系，不能为了片面实现作者分布的国际化，忽

视这些差异的存在。在期刊形式国际化中，读者国

际化也是核心内容。当然，读者国际化也不能片面，

要和期刊内容国际化一样，考虑到各国科研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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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问题和策
略

随着中国加入WTO 和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中

国科技界和编辑界都越来越重视科技期刊的国际化

发展。为了提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中国政府

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发展的政策，

鼓励英文刊的发展和创办。这也促进了中国英文科技

期刊数量的逐年增加，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国际影响力

较高的期刊，但整体而言，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

科技期刊相比，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还处于

较低水平，期刊发展后劲不足，缺乏行业内公认的品

牌期刊；很多英文期刊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其实大部分

都还是国内的科研人员，英文期刊反而增加了作者写

作和读者阅读的困难，人为地造成学术交流的障碍；

英文期刊并没有解决大批优秀稿件的外流，很多学者

投稿时首先考虑的还是国外的英文期刊，而不是国内

的英文期刊；英文期刊的出版周期还相对较长；缺少

本土知名的国际出版平台，很多英文期刊都得借助国

外出版平台进行海外发行。

总的说来，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水平

在逐步提升，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

不仅有外部原因，如和当前中国总体的科技发展水平

相关；也有其内部原因，最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

是创办英文科技期刊的初心或目的不明确。科技期

刊，其创刊宗旨和初心其实就是发表科研论文，促

进科学交流。但最近几十年来，部分中国科技期刊

的发展逐渐偏离了这个宗旨和初心，被一些期刊评

价机构所谓的各种期刊评价指标所束缚，把提高这

些期刊评价指标作为期刊发展的目的和指挥棒，特

别是英文科技期刊，通过各种手段为进入所谓“SCI”

收录期刊为期刊发展定位，严重偏离了期刊创建的

本质需求。当然，很多期刊是为了生存或为了得到更

好的经济回报，不得已如此。幸运的是，在科技界

和编辑界众多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国家目前已经发

现这种不良导向，并出台了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和纠偏。

编辑们应在正确认识期刊评价的基础上，摒弃不当

的办刊思想，回归办刊的初心 [14]。二是英文科技期

刊自身发展条件和能力不足。对非英语国家来说，

创办英文期刊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改变，还涉及经费、

人力、英文排版、英文网站制作和维护、英文刊的

发行等。简单地说，英文科技期刊对人、财、物的

要求更多更高。一些英文科技期刊主办单位对自身

创刊条件分析不足，盲目创办英文刊，造成后续发

展动力不足，不能按期出刊甚至不得已停刊，更别

说期刊的国际化发展了。

目前，中国的英文科技期刊还处在发展初期，我

们要根据期刊发展规律，逐步提升中国英文科技期刊

的国际化水平。一方面我们要正确认识科技期刊的地

位和作用，作为期刊创办者，既要心怀理想，更要脚

踏实地，按照科技期刊的本质创办和发展英文科技期

刊；另一方面主办单位要正确评价自身条件，不要夸

大自身条件和能力不切实际地创办英文期刊。在此前

提下，作为中国本土的英文科技期刊，要提升期刊的

国际化水平，首先要争取政策扶持，大到国家的政策

支持，小到主办单位和编辑部门的政策扶持；其次要

建立真正的“学者办刊”制度和模式，让一批有志于

办刊，且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学者办刊，或至少期刊内

容由这些学者决定，减少或避免办刊过程中的行政化

干预；最后，中国的英文学术期刊要形成凝聚力，不

能单打独斗，中国目前的英文期刊只有不到 300 种，

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出版机构科技期刊数量远超于此，

所以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如果单独或小集群发展，一方

面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很难提升期刊整体的国

际影响力。国家可以考虑打造一个国际出版平台，把

目前国内的英文科技期刊有机整合，以强带弱，以促

进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共同发展。

2019 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在

该意见中提出“到 2035 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

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

期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继续加强高水平英

文科技期刊创办和培育力度、持续加大优秀中文科技

期刊的建设强度、快速推进国内外科技期刊论文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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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效评价制度的建设与引导等 [15]；要加大多媒体传

播力度、扩大科技期刊影响力 [16]；同时还必须坚持

科技期刊出版行政审批制度不动摇，依法行政，加

强监管，不断完善审批制度，营造法治化的科技期

刊发展环境 [17]。另外，有作者指出，中国科技期刊

“借船出海”的繁茂现象已与时代发展趋势存在深刻

的背离；“造船出海”才是最坚实可靠、行稳致远的

强基固本之策 [18]; 对此，笔者认为我们不妨更进一步，

中国科技期刊无所谓“借船”或“造船”，中国科技

期刊本身就是汪洋大海；在国际各大科技期刊出版集

团纷纷进驻中国科技期刊这片海洋的时候，我们一

方面要考虑的是如何守卫好这片属于自己的海洋，另

一方面同时争取“出更广阔的海”传播中国科技期刊

的声音。所以，当务之急，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

规范使用这片大海，在鼓励本土期刊大力发展的基

础上，也要对入海的国际出版商制定合理的管理条例，

避免国际出版商对这片大海的无序掠夺。当然，科

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策略还有很多内容，国内也有很多

作者从不同侧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诸如向海外

名家约稿，审稿流程国际化，加强英文润色，与国

际检索机构合作，加大期刊资助力度等 [19] ； 打造自

主创新的科研论文数据库平台，编委会、稿源、审稿、

语言载体等具体指标的国际化建设等 [20]对策。总体

说来，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府、

市场、技术、社会等诸多主体维度 [21]，因此相关建

设工作必须在现状审视的基础上，根据各自期刊定位

制定个性化发展策略 [22]，针对实际存在问题从以下

方面着手推进：顺应政策，推进科技期刊集群化建

设；与时俱进，优化科技期刊办刊队伍；立体出版，

促进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内容为王，稳步提升科技

期刊影响力；满足需求，树立科技期刊品牌与声誉；

技术参与，推进科技期刊出版传播转型升级 [23]。

四、小结

中国英文科技期刊这几年的国际化程度有了很

大提升，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程度确实还存在较大差

距。当然，这也和我们英文科技期刊发展时间短、数

量少，规模不大有关，也和目前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有

关。中国加入WTO 后，各个行业，包括科技期刊出

版行业都要从国内竞争环境走向更广泛的国际竞争环

境，因此，实现中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对提升

中国科技竞争力和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要加速实现

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我们就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科

技期刊国际化的本质和特征，在此基础上，采取各方

面对策实现中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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