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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科技期刊OA政策状况调研与分析+

口#看利翁彦苹林晶晶丰慧／中国科学院固宰科学圈*馆北京Iool鲫

摘要：文章通过对中固科协205升所讲“开放捷取’的期刊所做的专门调圭，丘映7中固辑博“开

放戎取’期刊近来在开放茈取的认识和实践上的可喜变化，也丘映70A期刊的发展还存在着一砻问

题，特则是瞥助与收费政幕，知识产权政策、开最获取期刊的质量保障午。各期刊关于开放荻取的建
也值得我们苯甚。

羌犍词：开放获取，
∞I：1 0 5772／j b蜩l

科技期刊．中国种体

近些年来．为顺应期刊出版模式的改变．加快期

刊的出版时效，增强期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中国科

协科技期刊越来越多地开始实施“开放获取4(0A)

出版战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根据中国科协近四年

的调查，2007年．中国科协所属898种科技期刊中茫有

OA期刊l帅种，占15 8喇”：2∞8年，根据579份有效问

卷的统汁，OA期刊占到了39 6％”‘；2009年．954种期

刊中共有OA期刊206种，比2007年净增加了“种．占

2l 6％m。2007年统计的140种期刊中．有23种变更为

非o^期刊．占160％；据2010年9月的调查，中国科侪

m03种科技期刊中共有OA期刊241种．占24％。

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现状反映了人们认

识和实践上的可喜变化，也反映了OA期刊的发展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可谓“喜忧参半”。为进一步了解中

国科协科技期刊0A政锥的实际状况，明确所取得的进

展和存在的问题．我们于2们0年9月5日～30日．通过

调查网站就23个闭合问题和1个开放问题．向205种所

谓“开放获取”的期刊做了专门调查．通过网络和印

刷形式共回收问卷91份，占205种期刊的4粕。圈1为所

调矗期刊的学科类型，图2为所调查期刊的出版频率。

调查中所反映的事实和所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给予

特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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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科办0A期刊的坫本槭11：’，特征

科技期刊为州么选择开放获取川坂．儿乎所有期

刊对此的认识高度毁．即为了加快研究成粜传播速

度、增强科研成粜的影响力、±f}强本刊的妊示度和影

响力(见幽3)，其一}|8l 8％的期刊认为这三个方由㈨

等重要。还冉的期刊捉出开放获取的1]的足为了与圆

际学术期刊的变流建立平台。

对我瞰科技期H而言，开放投取屉新生事物。所

调查的期刊近一#足近3年才开盘fi开放获取的，宵79％

开放获取还十到午．5午以L的小到lH(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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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许多删刊迅刚刚H*j探索0A⋯版模式．nJ进步

还是¨二常丝著的。

在所柯JF艘扶驳的期刊c"．仃80 9％的删1Ⅵ实行

完全开放挂取．即现刊并期所冉空尊均可，F放获取，

宵19 1％的期刊是部分开放获取。即H有部丹论文”r开

放获取。而且．69 7％的刎刚为即时)F坡获取，郫开放

获取出版与印刷版同步．肓30 3％的期刊为延时开放捩

驭．即印刷版发行一段时问后再开放获取。延时开放获

取的期刊中．超过六成的刺刊延时l 3个月：延时3—6个

月和6一12个月的均～14肼“没有延时掣瑚：佩有7舭的
删《Bt2≈“^。

／、 r ■■-／

l斟4奉刚实行JF放获取出版的年限(N=岬

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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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F艘获取 部分开放提取

圈5开放获取的程度(N=89)

图6延时开放获取的时限(N=27

期刊的开放获取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平台来实

现。调查显示(图7)．93 3％的期刊建立了自己的

网站发布期刊的内容．还有少量期刊利用所在机构

或学会的两站(13 3％)．或利用与其他期刊联合共

建的弼站(10 1％)，或利用公共或其他形式的厢站

(Il 2％1。其中．有7l 9％韵期刊H选择在自己的嘲站

上开放获取．有2l 4％的期刊此外还同时在机构(如

所属的研究所)、学会、共建的网站(如中国地学期

刊阿)，或其他公菸或其他形式的阿站上旋布。个别

57 2口"4■5■Ce■84#)

埘制(共占6 7％)没有在自己的嗍站上开放获取。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期刊在所谓通过公菸或其他形式的

网站上“开放获取”，指的是中国知网，、

维昔数据以及wIloy o“Ⅱe Llbr埘。如果对丌放获取
有一些概念的话，可班认定：如果仅仅通过这一逢径

拉布．坯不能认为是开放获取期科，因为这些数据库

(平台)的内容需要付费才能看到．与开放获取的基

本准则不一致。尽管遣种类型的期刊是少数．但说明

一些期刊在开放获取基本属性的‘L识上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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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7 O^期刊发布的平台(N=89

削定期刊是否是真正意义t的开放获取，还要看

该刊是否}r清晰而完性的开放获取政策，授f人们一

定的权利，鼓励人们合理地利用期刊的内容。如果仪

仪足将期刊文章的全史放到阿站上．与开放获取的本

质还存a棚气人的差距。根据调矗．存87种回复的期

lⅥ中．霸34 5％的期刊标明自己秆开放获取的政策，

65 5％的期刊没有任何开放获取的政簸。由此町以判

断，具有开放获耻政蘼的期刊其宴不到l，3。在足否需

要育开放扶取政锥、制订哪衅盯放获取政策j，人们

的认口!还远远没有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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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助’j收龊政策

经费问题是制约丌放获取的戈键性问题。在中国

科悱的0A期刊中，立持开放获取的经费来源多种多

样．而月多数是依靠多种米潍(见幽8)。有29 5％的

期刊经费束自上级啦位经常性经赀．23 9％的期刊柬

自上绒单位々项经费，48 9％米自本刊的经营收入．

62 5％来自作者版面费。其中只依赖h级单位经常性经

费的H rJ·1 3％，只依赖r级单位专项经费的占5 7％．

H依赖本刊经营收入的占13 6％，H依祯作者版可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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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8点持生{r开放获取Ⅲ版的经费率豫fN=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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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193％。还有3种期刊(1々3 4％)的经费来自承办单位

的经费、基金资助、期刊执办费等。可见，经费问题是

困扰期刊开放获取的重要因素，需要解决稳定的开放获

取经费来源．才能保障期刊开放获取的可持续发展。

0A期刊向作者收费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她

图9)。69％的期刊向所有论文的作者收费．9 2％的

期刊只向宵项目支持的论文作者收费，2 3％的期刊只

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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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希望开放获取出版的论文作者收费．16 1％的期刊

则不对任何作者收费。此外，还有4 6％的期刊表示，

除约稿以外，向90％左右作者收费(或国内作者，或

论文水平偏低的投稿作者)。可见．收费政莆不够统

一和清晰。而如果论文水平偏低就收费发表，Wq违背

了开放获取出版质量性的原则。开放获取陡不能以牺

牲论立质量为代价。

3知识产{jc政策

A B C D E

图9作者收费的类型(N=88)

期刊实行开放获取．但版权问题依然没有田此而

政变，但开放获取的知识产权问题有其特定的需求。

“版权完全所胄”(AuR砷bR目州)让渡于刨作共
用曲议(cr髓d"C—oⅢLi一)⋯或其他的佛泌，
在保护作者作品知阻产权的剧时．最人限度地鼓励人

WJ合理广泛地利用。科技期刊在推出开放获取时．也

需要提出相应的知识产权政簟作为支撑。

从所调查的期刊来看．期刊开放获取出版论文

的知识产权归属较为复杂(见圈10)．绝大多数(占

64 7％)的期刊将版权移变给编辑部．28 2％的期刊版

权由作者与编辑部共同拥有．7 I％的期刊版权归属作

者，没有期刊将版权移交给出版商。从著作权法的规

定看．期刊论立的知识产权归属作者所有．除非期刊

与作者签署了版权转让协议而让渡给期刊。

在进步了解各期刊开放技取出版在版权}：遵循

的依据时．充分说明国内各期刊对开放获取知识产权

的知识匮乏(见图11)。尽管894％的期刊知道遵循我

国著作权法，但没有一种所谓壹的期刊遵循了crean”

cc咖∞∞“o船e 1 5％的期刊有自己的规定．还有4m
的期刊认为国内尚无有关规定，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

图10期刊OA论文的知识产杈归异(N=85 J 图ll期刊OA出版的版权遵循(N=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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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菝墩条件F．仍然强诮保护作青的权利”J．

但所保护的内容冉所不问(见圈12)。89 4％的期刊认

为．保留作者在教育、科研帛J学术宜传中使用论空的权

利；6嗽的期刊认为．懈留作辑在其他作品中使用文章
内弁(乜析罔、表)的权利；5l 8％的辫刊认为，保留

忭看利用文章内容编制衍生作品(例如汇编、改编)的

权利；还有4珊的期刊认为．作者没ff什么权利．在应
用时需告知编辑部并标出出处。显然后一种情形(4种

期刊)严重违背了知识产枉规定．是种强权行为。

“一嗣黼-廿i

许公开发布。自存储足埔强期刊影响山的乖要途径。

开放秩耻期刊Jig!极鼓励自存储歧维”。

作者所投稿的论文依槲日f理的小lq阶段可咀有水同

的版丰。撤据调矗(见蚓14)，如粜允许作打通过个人

阿站或所拒机柚的知U{席公开发ml文章，备刊允许作肯

存储和发布的文蘑的版本主体是编辑终审后定稿发排⋯

版的版本【占8l 7％)，还有18 3％的期刚允许的是同行

评议前作者的投稿版奉．122％的期刊允许的是同行评议

后正式出|氍前的版奉，其中有5种期刊3种版本部准许。

_1■
囤12期刊OA允许作者保留的枉利(N=85) 圈14期刊允许自存储的氍奉(N=82

绝人多数期刊(占84 3％)允许作者往个人阿站或

所在机构的知识序中存储文章(见图J 3)，世允许作

者在本刊笈表文章后多长时间才可向网络公开发布，

不同的期刊的做法1、同。65 1％的期刊可以立即公开

垃布．132％的期刊在本刊拄表半年后才可公开发布，

秭的期刊在本刊拉表一年后才可公开发布．没有期刊

规定在发表两年后才可公丌发布．但15 7％的期刊币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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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斋期刊的实际调查来垂，多数期刊支持将期

刊论文在定限制条件F存储到一定的公共平台上，

但限制条件的规定呈现多样性(见图15)，7l 4％的期

刊限制存储的论文版本，“9％的期刊限制所存储的论

文的公开发布时间，3 9％的期刊提出其他限制条件，

如不要使用本刊的敝式、必须标明在奉刊发表的年月

期贞等，还有15幽的期刊不作任何限制。

嘲I 3允许作者自存储的时限(N=H3) 罔l 5卿州论文存储到公井平台的限制每件(N=77)

2011$■sⅫ(辟■84mI 60

尸

hm㈣Ⅲ㈣mⅢ裟m"

*^m目；v



关于限制的版本(见图16)，各期刊推荐的版奉

与实际情彤(参见图14)呈现高度的致。764％的期

刊推荐编辑终审后定稿发捧出版的版本，14 5％的蝌刊

推荐同行评议后正式出版前的版本，9 1％豹期刊推荐

同行评议前作者的投稿版奉。

天r限制所存储的论史的公开发布时问(址图

17)．眷期『U推荐的时州与实际做法高度致。44％的

期刊建议立即公Jr发布．28％的期州建议发表半fI垢d
ar公，隈m．I黝的期刊建议发表一年后才可公开发布．
4％的期pJ建议发表两年后d可公开发布．挑的期刊不建
议公开发布，还有个别期刊建议两十月以后就发靠。

图17限制所存储论文公，F发布时间

4)F放获取期刊的质量保障

开放获取期刊对质量的要求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降

低。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斯刊开放获取意味着质量下

降，往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一种主观臆测，或

将免费获取(e氍扯oe％)与开放获取混为一谈。真正

61 2011#*5月Cn*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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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l的开放获取出版仍建立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

仍然遵循严格的质量要求“。在实际运作中，有一些声

称为JF放获取的刺刊其实井没自坚持同行计议等质量

保障措施，影响了开放获取期刊的声誉，并不是完整

意义E的开放获取出版，

根据我们的调查(N=86)，82 6％的中国科哳的

“丌放获取”科技期刊实行同行评议制度，但仍有

17 4％的期刊末实行同行评议制度．也间接表明这些

期刊在质量保障r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辟管如此，总

体上．c}a国科协的开放获耻期刊质量较高。据调矗，

72隔的期刊反映其质量(如影响因子)比国内同类的期

刊高，3肌的期刊反映比闱内I目娄期刊低，反映_叶}高的
期刊占llm，还有ll 7％的期刊“不清楚”(见图l卧。

■ 1

罔】8 OA期刊与国内同类期刊质量比较

从理论上而占．期刊开放获取后，dj J：传播速度

加快．传播r度增人，斯刊的显示度和利用年将显著

增加。调奁结粜(N=86)硅小，33％的被调齿期刊影

响园子提升了．』*该槭f：正常现氧．揖36％的期刊无显

著变化．可能与期刊开放获取的时间较短有关．毕竟

影响困了的变化前要两年蛆上才能显现出来。还青

种期刊(占1 2％)反映影响因于F降了，这应该属]：

偶然事件．与开放获取本身无关。29 I％的期pJ对开放

获取前后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不清楚(见罔19)。

a b c d

图19期刊0A前后影响园子的变化

戈于开放获取出版后．是否还出印丰．各期刊对

此的啦法差不多完全是一致的(N=86)．96 5％的期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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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仍然出印木．3 5％晌期州先今足拙r州络的扑艘捩

取。从传播的速度年¨范|目香．基1二嘲络的开放获取．

没冉必要同时出印本，徒然增加成本，tl肝放状取计

水排斥印本。d{|c围现行的评价体制之下．川时H{版

婀十版小迅足权儿2 Lh

很多^“j心．期刊开放扶取小版后．时期刊的印

本艇行鼙台产’L掇人的不利影响。现阶段．期刊还1：要

是稚发行收入作为维持生¨的种煎监手段，调查显

示(N=87)，379％的期刊开放获敢nj版后．印本笈行

量F降丁，但仍有54％的期刊基本术变，1种期刚(占

l 1％)不降反升，7％的坤I州不清楚(弛圈20)。影响

印本发{T话宵多种附采，年完牟足开放抉墩所带束的。

所以． 者2川有定的联系，但小是必然的戈系。

o口

闰20 JF披获取前后印本发行嚣的变化

期刊的质量提升需要综合措雕．需要段积累的

过程才会逐步显现。其中．期刊开放获取出版是否提

供附加的增值服务．将对期刊质量提升县有定的影

响。调查显示(N=84)．只有5 9％的期刊提供附加

的增值服务．萁余94 1％的驯刊没有提0E任何增值服

务．娃斫出科技期刊没有对坩值服务日I起足够的最

税。提供增值服务的朋刊主要表现为提供作者所璇童

章的引文统计、赠送光盘、E．ma¨AIen等。

粥一方面．一些期刊开放获取出版后，重视苴干

丌放拄敷意义等方断的宜传I作．币少埘刚采耻多

种组台的宣传措施(见图2】．N=85)。38 8％帕期

1_|J有对投稿着的宣传推广．儿体形式包括：通过投

稿网蚺的宣传推』、ln于邮件、稿约、缸稿庙班、

在桂米邮什中提供阿站链接地址、期刚版权埘、台

泌、作者签署的沧文兽仵权转洼‰16 5％的刺刊有

埘H物钡域的学术啪体、机牡J等的宜传推JI．“体

形式乜括学术会议矗忙、通过学会“传、出版机树

帕州站矗忙、E⋯¨宜传等：l 5 3％的捌IⅥ有对扎会

。加鞘蔷拓讵1云

的托传推f’．且体膨式包括州站公椰埘刊简介、删

刊版权贝、广{‘．辞。值褂注意帕延， 中以上的刺1Ⅵ

(占52 9％)世仃任何代忙{{I』。这可能址凼为人下

紧张，怛型主要的址认口!小到他。

图2l期W开放获取的宣传

所调☆的最后个州台问题，是T梓编辑们时

期刊开放获取发展影响嘲桊的认识。这魁一个{F常综

合的问地，反映r各期刊耐开放获取发展的搏受和认

知。我们设计了七个删题．簿个问题按非常煎要、雨

篮、一般、不霹要评定(见表”。如果将“非常重

要”赋权重5，“重螫”为3．”般”为I，“不重

要”为-】．则可得出备期刊对备项因素影响程度的认

阻，依次为：(I)旧家捌科研资助机构缺乏支持开放

获暇的政策， (2)删刊肝放获取的町持续经营的经济

帆制没有建立．(3)所在机构或刊物}办机构缺乏对

外放获取的支持， (4)埘刊开放获取所涉及的法律和

政芾不清晰，(5)期刊开放获取的模式、机制、流程

小清楚． (6)科研人员缺乏对开放获墩的理解和支

持．(7)缺乏丌欣欹取的阿络一P台等技术支持。由此

可见．诸多编辑人员对影响期刊开放获取的因素的认

识足清晰的．也需要推动这嗤问题的逐步解决。

5编辑人吼对期刊实行开放获取的
建泌

为最大限度地，解各期刊埘肝艘接取的认识，听

取期刊编辑对开放获取的想浊，我W J还在¨卷最后设

}{了开放性问题：您肘肼刊实行开放获取的建议。有

41人(占阿复^数的45％)挺Ⅲr H嘶虑她。根据Ⅲ

复的意见，^致分支持．cl幢和反埘j种现^。

持立持的斑点认为：学术斯刚的城l-受H的就

足耍tH蝌研成粜．仃利】‘蜘*}传播，学术变流。盯
艘获取足大讣所曲．对删刊帕发腥是仃利的．Ⅲ此麻

令力寅”外放扶取，秘撇赏{，”放获舣。传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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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影响期刊开放获取发展的主要因素

。自嗣蕃拓论坛

■工1二匝

足第一位的．先开放有利于发展。例如，由于在《中

国农学通报》网站上论文的及时“开放获取”．《通

撤》喇站甚至成为一些农业科研单位验证论文发表的

重要渠道，而优于cNl(I或者库，同时扩人了

《通报》的影响力，促进了学术交流。开放获取是中

国科技期刊的现状所决定的．转向开放获取具有天然

的顺畅性，应该加大开放捩取的力度，明确政策和机

制．在世界上打造中国的开放平台品牌．类似DoAJ

(⋯doa J D％)．做到深度开放和合作，而不仅仪

是一个页而集成了期刊的链接．增加文献二次检索功

能，开放获取不是免费的．参照国外的做法，部分费

用由作者来承担．出版单位负责网站的建立和维护。

中立的观点认为开放获取出版应该是n愿的事

情．期刊管理者愿意就开放．不愿意就不开放：全面

推开条件不成熟，可以试点先行；适度开展，在小范

围试点，总结经验教训，稳步推进．切不可冒进；无

建议，法律和J晚策健全，无重大纠纷为最好；顺其自

然：因刊临异，不町一刀切。有的编辑提出视各期刊

的自身定位村采取或不采取，并提出两点分析：(”

如粜期刊的影响力足够丈．且其提供的文献对读者而

言非常重要．可咀不采取开放存取．而采用读者付费

模式获取文献．以保证期刊发展所需的充足资金来

源，使期刊获得好的可持续发展动力；(2)如果期

刊的影响力一艘，发行收^和数字出版收入相对期刊

所需总经费而言非常微薄．月I采用开放莪取的方式向

读者提供文献．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开放存取只是一

个过谴性政氟．对于有潜力发展成项级期刊的期刊而

占．最终应该采取收费获耻文献的模式。知识是有价

值的，。白金卖白菜价”的方式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

63 2011#■5■ce#84m)

反对的现点认为：虽然开放获取是I土=的趋势-但

鉴于目前国内期刊稿件的水平、编辑部的运作规模、

作者＆出版人的法律意识、国内重耍数据库对期刊文

献全文几乎无偿的商业应用，开放获取的意义乖大：

已有cNKI网站，备单位也有0A阿站，不用再搞丁：

开放获取应该是指文章印刷版出版以前．在网络上提

前公布。如果出版后再进行0A．对国内读者意义小

大．现在读者可以很快、很便宜地从几个检索数据库

获取这些发表的文章，因为日前国内已有多家检索机

构。备学科的科技人员通过已有的这些检索机构即可

得到他”)所要的信息，尤其作为不是尖端学科的基础

学科期刊，在目前方方面面都在变革的情况下．要做

的重要工作是如何脚踏实地地提高期刊学术水平和编

辑出版质量，如有计划、有组织、冉目标地对行业的

学术成果进行组合积累。当前许多学术捌刊都面临经

费不足、^员不足的问题．与其搞锦上添花，不如踏

踏实实做好当前：不要完全开放，应该有所限制。

与此同时．人们还提出希望国家或机构的政策

支持：建议国家和科研资助机构明确支持开艘获取的

政策；国家应该为“开放获取”政镱的实施与可持续

发展买单：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资源严重浪

费，急需加强学术出版资源的整合．形成大的出版集

团，措建数字出版平台，推动科技期刊散字化进程：

国家和科研资助机构应制定大力支持开放获取的政

镱：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尽快制订开放获取的政策，在

此基础上给予定力度的政策和经济支持：关于开放

获取文章的版权问题．国家要制订相应政策法规t希

望国家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遵循，特别是收费问

题t国家应该对学术类期刊的开放获取多提供支持，



包掐经赞、政莆等：婴求州戈管理部『】峰快Ⅲ台_j戈

的破笫，Js伙I"晰沙殷的洼朴¨进，埘OA期刊提供

择济立持：1 r骨、l r办·”恤-叮_以址世}门的开放扶墩

，F竹：驯刊宦钆开放毅取戍畦订政监法律芷持．小能

讪||抛珠． 片混乱；．瞍毓j：随媛从两个A面P咀盘

持： (¨认-q"放存取论文的打效件， (2)认IⅡ作

者支付棚共贽刖的舟泣性。

期刊的纷济利益也是^们芙沣的¨题。这是Ⅲ为

在学术性期⋯”版胤横小，发打量少、纾壮能力低的

情况下．开坡扶啦还无往达到赢利目的的剐刚．在开

放获jl】【后对编辑部的纸质版发行数馈冲c1撒^．严蘸

影响编辑部的收入。对此．州蕞鄢f J应给编轱}鄢政

策L的1嘞斜；开放获取辨必会对纸质别刊拄行产生冲

山，编辑部口J以尝试适当收赞获取．所以国家应该出

台收费标准，以免造』戊不同网站收费混乱．脚该制定

相麻的政策．保证期刊社的利益：根据弃刊实际情

况，在充分考虑出|氍商及主办肯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进

行开放欹取。造反客观规律的“既要马儿跑，叉要马

儿不吃草”思维模式．足搞不好科刊开放获取的。

还宵人提出分析：(1)国家麻j11f加对科技期

刊．特别足学科高端期刊的经赞投入．使编辑部对

j研放获取投甘后顺之优，放心地把科研成果以开
放获取的方式推r。(2)蟹广泛宣传开放获鞍对1：

。打别管粕论坛

科I叶l”r目】¨：打的响世性瞄婴性．为J1破扶般螋

宅舛埝J^6m．使科研l怍肯愿意多’o剁阡破状耻一I

米．使作籽所狂的科研机构蟛意外地苹台川j：补偿

驯刊化开放挂驭盯mI的纤济∞i必_】远秆经辨．(3)

婴加强编辑培洲．tJ：编埘^蛆r解到)『敞扶般的蚁

策艰】法律点持．井熟悉丌披获取的流杯，模式和机

制．把开放获取做得更正规、卫成热。

r述很多意址具有霞要的启示意义．堪符井*

缚箍意见都足可取的或壳仝☆理的．但税们应{{i

在政箍J：予咀高度重视。这些意见反映丁科技删刊

编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国内科技期刊界埘开放获

取的认知程度．也反映了当前国内开放技取出版存

在的0 4题和未来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在世界范围

内．开放扶取出版仍然是个探索中的领域， 些

诸如明确的法律与政策、可持续的支持机制暂问遥

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但这不能成为秘们推进开放获

取出版的借u，开放获取出版符台陲者和社会的公

北利盐最太化．国家和机构就应谈积极地加以推

行，备期刊就应转变观点，*积极地实现自身出版

横式的转型。科技期M的丰质是学术传播。而不是

谋取域大限度的经济利盐。科技期刊借助于开放获

取，将埘嘣家的科学研究乍业J“生重要而深远的影

响．这也皿每住辫刊编辑I作者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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