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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刊群建设现状及分析*

刘远颖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190）

摘要：为深入了解目前国内科技期刊刊群建设现状，选取其中7个典型刊群进行调研。采用文献、网络调研

法，考察各刊群的创建年、建设主体、聚焦学科、规模、学术影响力、组织结构、运营状况、数字平台功能和刊群

建设方式等，重点分析刊群建设的积极措施和外部环境因素，最后归纳出刊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供后续相关研

究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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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新统计数字，

2013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77种，其中自然科学、技术

类期刊4944种[1]。另据统计，中国科协所属科技期刊有

677种，出版单位就有520个，平均每个单位只出版1.3种
期刊[2]。由此可见，虽然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众多，但受

体制和机制的影响，规模化程度还很低。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单刊已难以满足网络环境下人们学习与交流

的需要，集群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一些学会和研究所先后对其主办或主管的期刊

进行集群化试点，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已经在多个学科

领域逐渐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期刊集群，这些刊群的

建设实践无疑对未来我国科技期刊整体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为了了解目前刊群建设的基本状

况，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国科协“科

技期刊集群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课题

的要求，笔者对国内科技期刊集群化建设情况进行了全

面调研，以期为科技期刊刊群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设性

意见。

国内现有各类型、不同规模的科技期刊刊群20余

个，本次调研选取其中7个典型代表，分别是中华医学

会杂志社刊群、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刊群、中国光学

期刊网、上海生命科学学术期刊群、中国地学期刊网、

材料期刊网、地球与环境科学信息网。调研主要采用文

献、网络调研法，通过各刊群官网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已

发表论文中对各刊群发展历程的总结，勾勒出目前国内

科技期刊刊群建设的现状。

1 国内刊群建设基本情况

1.1 概况

主要调研我国科技期刊刊群的创建年、建设主体、

聚焦学科、规模、学术影响力、组织结构、运营状况等，

如表1所示。

1.1.1 创建时间

在被调研的7个刊群中，起步时间相对都比较晚，

*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协项目“科技期刊集群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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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华医学会刊群创建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由

于建设时间较其他刊群长，中华医学会期刊群也是我

国科技期刊刊群建设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

1.1.2 建设主体

主要有3类：①研究院所里的期刊社或杂志社，如

上海生命科学学术期刊群、材料期刊网的建设单位；②

学会，如中国地学期刊网的建设单位；③有研究院所或

学会背景的企业，如中国光学期刊网、地球与环境科学

信息网、中华医学会刊群的建设单位以及北京卓众出版

有限公司。

1.1.3 规模与影响力

被调研刊群所收录期刊最多的是中国地学期刊

网（232种），最少的是上海生命科学学术期刊群（11
种）。刊群平台聚集的资源其类型不仅限于期刊，有的

还有图书、专家、报纸等。在期刊的影响力方面，除了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的期刊为工程技术类，未有被

表1 国内科技期刊刊群基本情况

调研

项目

刊群

名称

1988 2002 2002 2002 2008 2010 2013

北京卓众出版

有限公司

《中国激光》杂

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信息中心

/生命科学期刊社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科

技期刊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

材料期刊社

北京中科期刊

出版有限公司

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各司其职

董事会领导下的

总经理负责制

理事会领导下的

社长负责制

董事会领导下的

总经理负责制

设立学术管委

会和工作小组
-

农机、汽车、工

程机械、机电等
光学 生命科学 地学 材料、冶金

    地球科学、

环境科学

    17种期刊、

1种报纸
51种期刊

11种科技期刊（5种英

文刊、6种中文刊）

232种期刊（涉及40
多家主管单位、110
多家主办单位）

21种期刊

174种期刊、345种
图书、157位专家、

126个重点实验室

-
SCI：4种
EI：13种

SCI：5种 SCI：1种
SCI：3种
EI：4种

SCI：22种
EI：18种

《中华医学杂志》

社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领导下的

总经理负责制

医学

131种期刊

SCI：1种
MI：26种
CA：27种

基金资助，非

盈利信息网站

创建年

建设主体

规模

组织结构

聚焦学科

学术影响力

（注：“-”为具体情况不详或数据不可得。）

SCI收录的期刊，其他刊群均有至少一种期刊被SCI
收录。含SCI期刊最多的是地球与环境科学信息网

（22种），而SCI期刊占比例最大的是上海生命科学

期刊网（45%）。

1.1.4 组织结构与运营情况

几家出版公司已经或正在建设符合现代企业发展

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刊群平台建设得到了多种基金

或项目的支持，但根据报道，目前只有光学期刊网[11]、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12]、中华医学会大部分期刊[13]实

现了盈利。

1.2 数字平台功能

在所调研的8个方面中，仅有光学期刊网和中华医

学会刊群的功能模块较全面。其中，中华医学会杂志

社网站和中国地学期刊网可以实现一次注册，多刊投

稿，其他刊群网站只提供期刊列表，投稿均须连接到

各自独立的采编系统上操作，详细情况如表2所示。

大部分期刊

实现盈利
盈利

基金资助

有销售收入
基金资助 基金资助 基金资助运营状况

中华医学

会刊群[3-4]

北京卓众出版

有限公司刊群[5]

中国光学

期刊网[6]

上海生命科学

学术期刊群[7]

中国地学

期刊网[8]

材料期

刊网[9]

地球与环境科

学信息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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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刊群建设方式

在刊群建设过程中，各刊群采取了多种建设方式，

如吸引同类期刊加盟、改造老刊、孵化新刊等，有的刊

群可能同时采取几种方式，见表3。其中，加盟的方式比

较常见，如光学期刊网、中华医学会期刊群、材料期刊

网等。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主要采取改造和孵化的

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孵化方式所诞生的新刊，以子刊

或姐妹刊的形式来运行，老刊可以从专家资源、办刊经

验、出版人才等多方面为新刊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

动力[14]，使新刊尽快进入良性循环，同时大大降低了经

营风险。

（注：“-”为具体情况不详或数据不可得。）

表2 国内科技期刊刊群数字平台功能比较

数字平台功能

中华医学

会刊群

刊群名称 北京卓众出版

有限公司刊群

中国光学

期刊网

上海生命科学

学术期刊群

中国地学

期刊网

材料

期刊网

地球与环境

科学信息网

统一采编系统

统一发布平台

信息（专题）发布

会议服务

广告

学科社区

移动应用

数字产品销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3 国内刊群建设方式

中华医学会刊群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刊群

中国光学期刊网

上海生命科学学术期刊群

中国地学期刊网

材料期刊网

地球与环境科学信息网

刊群名称 加盟 改造老刊 孵化新刊

√

-

√

√

√

√

√

-

√

-

-

-

-

-

√

√

√

√

-

-

-

综上，尽管我国科技期刊已在多个学科和领域形

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刊群，但因为刊群建设时间较短，

规模较大的刊群寥寥无几。尤其在数字平台建设上，未

能体现出刊群数字出版平台在投稿、审稿等各项服务

功能上的便捷优势，很少刊群的数字平台同时实现了多

刊统一的采编系统、发布平台和数字产品销售等基本

功能。与国外相比，我国科技期刊刊群建设还处于初级

阶段，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刊群建设的积极措施

在总结各刊群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笔者主要立足

于刊群建设主体单位层面，考察其在推动刊群建设过程

中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如何将单刊发展为刊群，如何使刊

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使刊群的竞争力、吸引力、创造

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得到不断提升。

2.1 整合资源，增强刊群竞争力

资源是刊群发展的基础，传统的单刊时代，期刊各

自为政，即使同一主办或主管单位内部的同学科期刊也

缺乏交流和资源共享，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整体

办刊成本的提升。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源、内容资源、刊

号资源等进行整合，实现集约化经营。被调研的7个刊

群在创建过程中都是通过整合各类资源来节约成本、

增强竞争力的。2006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

中心/生命科学期刊社将分散在各个研究所的11种期刊

进行编辑资源整合再造，形成了细胞、生理、植生和生

（注：“-”为具体情况不详或数据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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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4个编辑室[15]。地球与环境科学信息网整合了多种类

型的资源，包括期刊、图书、专家、重点实验室等，丰富

的内容资源类型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16]。北京卓众出

版有限公司通过整合上级单位的刊物，对内容相近、定

位重复的期刊刊号进行盘活，根据市场需求，对这些刊

物进行了改造，实现了产品替代，使刊群建设有了重要

保障[12]。

2.2 统一管理，增强刊群吸引力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流程的优化与再造可以提

高工作效率，促进期刊的规模化发展，在整合编辑资

源、作者资源、专家资源的基础上对编辑出版流程进

行重新设计，实现统一管理，从而摆脱单刊小而全的

状态。《中国激光》杂志社实行栏目编辑负责制，一

个栏目编辑可同时为多本期刊服务。同时，聘用兼职编

辑，完成低附加值的编辑、校对等工作，降低了人员成

本和管理成本[14]。中华医学会直接编辑出版的22种期

刊，由于集中编辑出版，已具备了较强的集约化生产

和经营能力，按照专业化分工，总编室、校对室、微机

排版室、出版发行部全面负责各刊的相应工作[17]。北京

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刊群建设的主要抓手（“九统一”）

即对期刊质量、印刷出版、发行业务、人力资源、资产

财务、广告经营、行业服务、网络运营和战略规划进行

统一管理[12]。

2.3 体制机制创新，保障刊群创造力

体制和机制创新是刊群建设的重要保障，管理体

制、用人机制、办刊机制、决策机制、监管机制、评价机

制等方面的改革，带来刊群建设的实质性发展，大大提

升刊群的创造力。如中华医学会为了满足专科分会创

办新刊的要求，不断创新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先

后采取了委托编辑出版、联合编辑出版、中外合作出版

三种新的办刊模式[13]。办刊模式的创新使中华医学会

期刊群不断扩大得到了保障。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

学期刊社通过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实现了

体制创新，通过构建期刊社内部治理结构、学术管理体

系、经营管理体系、人财物统一管理协调体系、薪酬分

配体系实现了运行管理机制的创新，机制和体制的创新

使上海生命科学期刊群实现了跨越发展，已初步成为

生命科学领域的高端期刊集群[15]。

2.4 建设专业平台，提高刊群凝聚力

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可以快速推动资源整合和

流程的优化，促进期刊的集群化建设。不同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不同地域的同一专业期刊可以通过数字出

版平台得以汇聚，实现内容资源的“一次制作、多次发

布”，数字产品可在电脑、手机、手持阅读器等多种终

端设备上使用。中国光学期刊网集中了国内光学期刊论文

最为全面的数据，发表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一个平台，《中

国激光》杂志社以光学期刊网为纽带，牵头组建了“中

国光学期刊联盟”，初步实现了集群化[14]。此外，中国

地学期刊网汇聚科技期刊232种，涉及40余家主管单

位、110多家主办单位，也是以专业平台带动期刊汇聚

的典范[8]。

2.5 打造品牌，提升刊群影响力

期刊品牌是期刊的办刊理念、市场定位、风格特

色、营销策划、整体形象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是科技期

刊的无形资产和经营制胜的法宝，是促进期刊可持续

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华医学会在创办期刊的早期即确

立了创办“中华”牌医学期刊的理念，由于“中华”系列

医学期刊拥有权威的专家队伍、严格的审稿流程、高水

平的学术质量、专业的编辑队伍，很快赢得了国内外医学

专业工作者的信赖，确立了“中华”牌医学期刊的品牌形

象。之后，通过兼并、加盟等方式不断扩大期刊群规模[13]。

《中国激光》杂志社利用“中国光学期刊网”所汇集的

大量光学信息，以“光学前沿”为品牌，开拓了光学知识

服务业务，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同

样，各个方向的行业培训，各类评选奖励，通过品牌的

塑造，牢牢地树立了企业形象。同时，也使光学期刊网

的影响力扩大到越来越多的光学从业人员之中[14]。

3 刊群建设的外部环境因素

对刊群建设的外部环境因素的调研，主要考察刊

群形成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如政策因素、学科行业与技

术发展因素、竞争因素等。

3.1 利好政策的大力支持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在中央文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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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领导小组的推动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逐

步铺开[18]，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科技期刊主办和出版

单位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了改革试点之路。所

有被调研刊群无一例外是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深入推

进中受相关政策的支持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如2007
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

展规划》，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数字出版，实施“数字出

版”战略。在中国科学院出版委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承担了基

于网络平台的光学期刊集群化发展的改革试点项目[14]。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为加快推动主办或

承办的11种学术期刊的发展，积极贯彻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和中国科学院的期刊出版体制改革要求，于2009
年6月向中国科学院申报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学术期刊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并获准立

项[15]。

3.2 学科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行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平台供相关人员交

流和学习，以期刊发布的最新科研成果为基础的行业

综合网站能够快速、全面反映某一学科的科研进展、动

态，可以满足这一需求。我国材料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

具有明显地优势，根据统计数据，过去10年我国材料学

科论文产出量位居世界第二，材料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

世界排名第三，而目前我国材料学科期刊规模较大（近

300种）。也就是说，我国不但有众多的材料科研从业

者，也有较大规模的材料学科期刊群[19]。材料期刊网

的创办，满足了科研人员以及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同

时，建立具有行业特色的期刊集群，提供针对性强的专

业文献和相关信息，能适应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更容易

成为科研人员的交流社区。

3.3 新技术、新媒体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无疑为当下科技期刊的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办刊手段与传

播途径的变革，不仅为学术期刊提供了提升办刊效率

和内容质量的工具，也为学科刊群整合资源、汇编迎合

读者需求的内容产品提供了平台和工具。多种数字化沟

通工具缩短了期刊、作者、审稿专家之间的距离，也缩

短了期刊的出版周期。技术的发展，为刊群平台建设和

满足期刊编辑部需求提供了必要保障。卓众出版有限公

司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刊群发展，如建立行业

垂直门户网站和为特定客户群提供服务的网站、广泛

利用电子期刊、VIVA手机杂志、视频（包括微电影）、

APP、微博等新媒体手段等[20]。

3.4 国际竞争的威胁与机会

面对国际大型出版商垄断优质期刊资源、国内一

流科研成果为追逐SCI期刊而外流、图书馆或信息中心

高价购买国外数据库的现实，我国的科技期刊不能袖

手旁边、坐以待毙，而应联合起来，利用学科化科技期

刊刊群的力量，聚集学科优质期刊，提高期刊的学术影

响力和国际化水平，打造高水平的科技期刊群，更好地

支撑我国科研成果的交流和传播。无论是发展较稳定的

刊群还是其他阶段的刊群，在被调研的7个刊群中，其长

远的发展规划毫无例外地提到最终要成立科技期刊出

版传媒集团，改变目前科技文献市场被少数国际出版

商垄断的局面，为促进我国科技知识和成果的广泛传

播、增强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作出重

要贡献。

4 刊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科技期刊已在多个学科和领域形

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刊群，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已经

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甚至在国际上有了很高

的知名度。科技期刊刊群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积极措

施主要有整合资源、统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建设数

字出版平台和打造品牌等，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利好政

策、学科行业发展、新技术和新媒体发展以及国际竞争

等。但是，我国科技期刊刊群整体上处于初创期和发展

期，多数刊群仍在进行尝试与探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①优质刊群数量少，规模小，覆盖学科不多，国际竞争

力较弱；②新技术、新媒体应用不够深入和广泛，数字

平台功能有待完善；③资源整合与共享程度不一，未实

现联盟主体资源的深度共享与其他加盟成员的利益均

衡；④刊群对分属不同主管、主办、出版单位的加盟期

刊的管理作用有限；⑤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培育；⑥版

权风险需要有效规避。未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推动

科技期刊刊群建设走向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迎来我

国科技期刊发展格局的新变化。以上问题的解决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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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刊群建设的各级相关单位群策群

力，从支持政策的出台到各类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体

制机制的创新，调动各层面各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如涉及各单位之间的利益及管理的问题，需要在国家层

面来协调及支持，中国科协以及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

也需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从而保证我国已有的科

技期刊刊群尽快完善和优化，在国内和国际上形成更

大的影响力，在促进科研成果的交流与传播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

5 结语

总之，在数字时代，单个期刊或纸质期刊已难以吸

引用户，容易成为信息孤岛，具有行业特色的期刊集群

网站是提升单个期刊的生存能力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因此，对于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可以在相关政策的支

持下，牵头建设本学科的期刊群，成为引领本学科发展

的优质期刊；对于数字化建设较落后的期刊来说，加入

刊群是一个很快捷的选择，加盟期刊不仅可借助这个

平台提升自己的期刊影响力，学习其他期刊的先进经

验，也可通过这个平台的整体运作，推动整个行业的发

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期刊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入，我国科技期刊刊群建设将呈现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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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Journal Group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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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TM journal groups in China,seven typical STM journal group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network and 
literatures, the major aspects of journal group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created years, construction subject, focus, discipline, academic influence of scal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peration status, digital platform function, the way of journal groups construction, etc.The active measures and external influence of construction of journal 
group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Finally,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 groups were summarized, which would be helpful to follow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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