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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学术出版商业模式所形成的“期刊危机”与“出版危机”，国外高校图书馆已经陆续参与数字出版

实践。本文通过分析国外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方式，发现国外高校图书馆已经作为出版内容资源提供者、

期刊托管平台提供者、数字资源长期管理者与保存者、OA政策的支持者与制定者及版权处理者参与数字出版实

践，一定程度上拓宽出版通道，促进学术交流与传播。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找准定位，主动参与

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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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角色定位

1 引言 

图书馆出版指基于学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和传统

使命，由学术图书馆提供的一项有组织地制作、传播和

保存任何形式学术性或教育性作品的服务，包括原创作

品和非原创作品的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1]。数字出版是

以统一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将信息存储于光、磁

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则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

备进行。数字出版强调内容的数字化，生产规模和运作

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阅读消费与学习形

态的数字化等[2]。

图书馆的数字出版指在数字网络环境中创建、传

播文本信息和可视化组件的活动，包括正式出版（如出

版同行评议的电子期刊）和非正式出版（如发布社交

媒体内容等），只要具有明确的元数据和跨平台文档设

计，进行严格的编辑把关和质量控制，遵守必要的版权

和商业法规且重视长期保存策略，都可归于图书馆参

与数字出版的范畴[3]。目前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出版工作

主要与高校图书馆有关的内容创建、内容获取和数字

内容长期保存等相关，包括且不局限于机构知识库的创

建与维护、印刷型材料数字化、OA出版物的出版与托

管、数据集的出版等活动[4]。

目前，国外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出版活动进行得如

火如荼，本文对国外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案例

进行分析，总结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出版活动中的角色定

位，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提供参考。

2 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高校图书馆便开

始参与出版活动，通过与出版商合作支持图书馆出版以

扭转定价局势。这种合作通常由基金会资助，通过在线

服务提供商业期刊的可替代选择来缓和期刊价格上涨

的压力。如199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的缪斯项

目；1995年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建High Wire出版社，

可提供部分学术文献的全文免费获取[5]。根据图书馆出

版联盟统计，截至2016年底，北美及欧洲部分地区（英

国、德国等）已有118所高校图书馆开展出版服务，其中

10所高校图书馆在2000年前已开展出版活动，最早的

是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始于1988年[6]。高校图书馆参与

出版主要基于以下需求。

2.1 促进学术交流与传播

传统模式下，图书馆处于学术交流产业链中游，是

知识需求者与知识创造者的中介，承担促进学术交流与

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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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使命。数字环境下，学术交流体系发生变化，学

术交流模式网络化；出版门槛降低，自主发布研究成果

普遍化；网络资源共享化；出版模式受OA影响，学术交

流系统向数字化公共交流系统转变[7]。这些变化导致

图书馆从学术交流产业链中游向上、下游拓展。向下拓

展主要是提供嵌入式服务，参与科研活动全过程；向

上拓展则借助图书馆资源优势深度发展学术出版，占

领学术交流制高点，拥有一定的话语权[8]。因此，高校

图书馆需要参与数字出版，促进特色资源的整合开发，

探索学术成果的开放共享渠道，寻找商业出版的替代

模式，促进学术交流新模式的出现。

2.2 提高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参与数字出版可以为图书馆带来两方面优势。一

是图书馆通过为教师、研究人员提供数字出版服务，可

参与学术研究全过程，提升图书馆作为数字出版者和

内容创建者的公众形象。二是提升图书馆地位，如数字

参考咨询和电子馆藏建设能够提高图书馆在师生心目

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上升不仅是形式上的认可，也能

为图书馆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图书馆预算周期性

扩张和收缩的情况下提供保护[2]。因此，数字出版可以

作为新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图书馆的一项服务，扩大图书

馆服务范围，提高图书馆在本机构地位，实现图书馆的

可持续发展。

2.3 提升用户参与度

数字融合和新技术的产生减少了出版障碍，用户

能够直接使用社交媒体而不必经过传统出版过程，成

为出版商，但也会产生获取相关指导的需求。图书馆馆

员具备学术出版的专业知识，在版权咨询、OA出版及

使用内容管理系统（如Drupal）等方面能够为用户提供

支持。如通过倡导OA运动，帮助用户理解新型出版模

式；通过提供版权咨询，帮助用户合理使用受版权保护

的文章，实现作者权益最大化；通过提供出版平台和

工具，鼓励师生、相关机构、社区合作伙伴等进行学术

性、创造性或教育性作品的创作、传播、保存和共享[3]。

数字出版加强了图书馆与用户的联系，能够提高研究

成果的可见性与影响力，提高研究者知名度，进一步满

足师生的需要。

3 高校图书馆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国外图书馆界针对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

版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此同时，各馆通过开展数字化项

目、建设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出版数字专著或OA
期刊、关注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等方式，积累数字出版

经验，明确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出版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3.1 出版内容资源的提供者

高校图书馆具有资源优势，能够成为内容资源提供

者。首先，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中心，具有丰富的馆

藏资源；其次，学生、教师及研究人员的学位论文、会议

论文、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以及图书馆运营过程中

产生的各类统计分析报告、图书馆社交媒体优质内容摘

选、读者意见/建议精华选录、馆内通信刊物及地方特

色资源等扩大了图书馆数字馆藏范围[9]；最后，许多高

校图书馆建立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特色馆藏资源

库，这些存储库中的资源是图书馆特色及优势所在。

此外，高校出版社熟悉出版流程、掌握出版技能，

能够将资源以期刊、专著等形式出版。如密歇根大学图

书馆的Michigan Publishing是图书馆学术出版办公室

与密歇根大学出版社融合而成的出版部门，2016年共

出版10种校内教师主导的期刊、2种校内学生主导的期

刊、5本专著、3本会议论文集、1本教科书、300份科技/
研究报告、3 268篇电子学位论文及200篇本科荣誉论文

等[6]。对机构内学生、教师及研究人员原创作品的整合

与出版，能够促进科研成果的传播与共享，提高教师、

学生、研究人员及学校的科研影响力，促使数字出版成

为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包括斯坦福大学High Wire出版社、阿萨巴斯

卡大学出版社、克莱姆森大学数字出版社等在内的众多

出版社利用图书馆资源出版本校师生的研究成果[10]。

高校图书馆与其他团体合作建立编辑机制已成为趋

势。因此，高校图书馆馆员的角色随之发生改变，从为

用户购买信息转化为管理和传播本校师生产生的以及

与本校优势学科领域相关学者产生的学术成果[11]，成

为资源的创造者和内容的提供者。

3.2 期刊托管平台的提供者

丹麦学者Mikae等调研发现，一些小型学术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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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已经看到在线出版的潜力，但编辑并不具备将期刊

内容转移到数字环境的专业知识[12]。新形势下，高校图

书馆已经具备在数字环境中传播学术成果的能力，能够

为期刊提供托管服务，提高出版物附加价值。

由于期刊类型不同，可将托管分为两种形式，一种

是针对新生的电子期刊托管，高校图书馆只需提供技术

平台及数字出版辅助服务；另一种是向电子期刊转型的

印刷型期刊托管，高校图书馆需要提供纸版资源的数

字化、上传、订阅者信息整理等服务。

以第二种期刊托管形式为例，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

学印第安纳波利斯联合分校图书馆支持OA学术期刊的

出版，利用开放期刊系统（Open Journal Systems，OJS）
对包括Metropolitan Universities（MUJ）在内的13种期

刊进行托管。以MUJ为例，工作人员经过518小时的扫

描与处理，对MUJ的13 083页过刊内容进行数字化，并

控制文档质量，最终将期刊上传至出版平台[13]。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图书馆对Australi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AJTE）1976—2010年的期

刊进行了迁移，对1976—2008年可获得的印刷型过刊，

扫描后进行数字版本上传；针对2008—2010年以PDF格
式存储的内容，直接批量上传到Digital Commons。此

外，图书馆还为AJTE的编辑提供期刊管理软件培训，

向汤森路透提出收录AJTE的申请，使用CrossRef系
统为AJTE论文注册DOI等服务，使期刊内容可以在线

被检索利用，简化工作流程，提高编辑处理工作超载

的能力[14]。

总之，高校图书馆通过托管提供材料数字化、元数

据创建、XML导入、内容保存及访问、基础设施及软件

维护、管理系统使用培训等服务，能够集中资源，支持

托管更多期刊。

3.3 数字资源的长期管理者与保存者

作为数字资源长期管理与保存者，图书馆员需要注

意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不是所有的数字内容都需要被

保存，保存内容的选择可借鉴“档案鉴定”概念，对价

值进行评价和预测，进而划定保管期限；另一方面，需

要在技术层面做出决策，高校图书馆可采用迁移（把

数字文件从一种格式转化为另一种新格式）、恢复（将

数据复制到更新的相同类型存储设备）和仿真（确保软

件可以在不同系统运行）等手段[15]。表1为国外部分高

校图书馆参与数字保存项目的目的和策略。

表 1 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典型项目和保存策略

研究机构

加州大学图书馆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

参与项目示例

加州大学数字保存中心（UC3）

存储库系统（CDS）

数字学术支持项目（SDS）

Dspace@Camibrdge机构知识库

明尼苏达大学数据存档

目  的

帮助图书馆及研究者共同管理保存重要数字资

源，确保资源长期可用、可访问

为数字资源分布式保存提供统一的保存原则、

策略和实践方法

研发和制定数字学术资源相关保存技术、政策

规范，为原生数字资源的创建和保存提供指导

保存本校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存储其他学校

的部分学术性数字资料

建设大学数字保存项目、明尼苏达人口数据中心、

图像与视频存档中心、临床医学数据中心

数字资源保存策略

UC3 Merritt

内部保存

APTrust

DSpace、WordPress、

本地开发软件

CLOCKSS、DuraCloud、

HathiTrust、Portico

根据《图书馆出版名录》（第四版），参与数字出

版的多数高校图书馆提供数字资源的保存服务，除

部分图书馆数字保存策略仍在探讨（41所）或提供内

部保存（52所）外，多数高校图书馆对数字资源采取

LOCKSS（31所）、CLOCKSS（14所）以及MetaArchive 
Cooperative（9所）等基于LOCKSS的保存服务，也有使

用HathiTrust用于数字化书籍的保存（21所）和Portico
用于期刊内容保存（20所）。同时可以看到，对于数字内

容保存的研究仍不深入，这是高校图书馆未来的研究方

向，需要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

3.4 开放获取政策的支持者与制定者

目前大学层面的OA政策模型已经在北美、欧洲多

区域出现，截至2017年2月22日，仅在美国的大学或机构

已有62所由各学院教师投票一致通过的OA政策[1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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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勒冈州立大学、俄勒冈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古斯

塔夫阿道夫学院、约克大学、北科罗拉多大学、维克森

林大学，以及在格林斯波罗的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等8所
大学的OA政策是由本校图书馆教师投票通过，最终决

定采用OA政策指导图书馆机构知识库存储论文终稿。

2009年3月6日，俄勒冈州立大学图书馆教师表决通

过OA政策，要求教师在图书馆的机构知识库Scholars 
Archive@OSU中存储论文终稿，这是美国第一个采

用OA政策的高校图书馆。卡尔加里大学图书馆采取在

Dspace中存储科研产出的政策，通过一系列活动支持

OA，如设立开放获取日，加入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

和加拿大研究型图书馆协会，向师生介绍存储库项目，

支持在线OA期刊通过本校出版社出版等。图书馆和文

化资源部还资助100万美元作为OA作者基金，用以帮助

研究人员在OA期刊上发表论文；通过签署《布达佩斯

开放获取倡议》《贝塞斯达开放式出版声明》《柏林宣

言》，图书馆成为支持和参与OA的活跃角色。

国外高校图书馆通过一系列举措参与OA政策的

制定与推广，如短期内要求图书馆馆员的学术作品存储

到机构知识库，对于校内教师采用“自由选择”“自愿

提交”的策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好感，奠定信任基

础。长远来看，图书馆通过各种宣传活动，能够使OA政

策逐渐深入人心，帮助学者了解自身权利，引导学者主

动参与OA运动，促进学术作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提

高其可见度和影响力。

事实上，随着OA运动的日益发展，OA出版已逐渐成

为图书馆数字出版的重要方式。以匹兹堡大学图书馆系

统（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LS）为例，2007年以来ULS通过多种方式参与OA运

动，包括开展开放获取周活动，设立支持作者OA出版的

基金，出版OA期刊，对本校教师及学生作品自归档等。

截至2016年底，ULS自主出版了包括Anthropology and 
Aging、Emerging Markets Journal在内的34种OA期刊，

涵盖人文、社会、历史、哲学、自然、健康、市场、法律及

图书馆信息科学等多个领域[17]。OA出版模式推动了学术

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提高图书馆与本机构的知名度与影

响力。总之，高校图书馆不仅是OA政策的支持者与制定

者，更是OA运动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3.5 数字出版过程中的版权处理者

现行条件下，作者发表论文时，需要与出版社或杂

志社签署独家版权许可，这使作者丧失部分自由处理其

作品的权力。图书馆希望作者在与出版商签订版权协议

前，将作品归档到本校机构知识库或通过添加作者附

录保留一定的权利。

2004年，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和Science Commons
合作推出SPARC作者权利补遗[18]，作者不再采用传统

方式转让版权，而是保留了在开放在线知识库中存储

作品的权利；随后麻省理工学院以此为蓝本推出版权

补遗政策；2006年，学术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CIC）发表关于出版协议的公

开声明，推出CIC作者版权协议补遗。

以CIC为例，Albitz研究CIC成员馆的版权教育结构

发现，芝加哥大学、印第安那大学、爱荷华大学等多数

CIC成员单位的版权信息管理机构设在校图书馆内[19]。

该研究指出：首先这是因为图书馆馆员通常更了解著作

权法；其次，“图书馆是一个回答问题的地方”，是探索

新知识的中立场所，可以在师生产生版权问题的同时及

时给予帮助与指导[19]。

作为版权信息管理部门，图书馆担负多方面责任，

包括为社区成员的著作权问题提供咨询与指导；通过

各种类型的项目教育社区成员，创建和实施版权策略；

提倡版权法律的应用以支持教学、学习和研究。其中在

出版方面，对使用受版权保护内容的用户提供指导，基

于版权制度进行解释与实践，制定支持产学研的相关

版权政策等是最常见的活动。总之，高校图书馆已经

在数字出版环境中成为版权政策制定与解释、版权信

息指导与利用的中立场所。未来的高校图书馆必将在

数字出版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成为版权清理者、版

权政策制定者、版权利用行为的指导者及版权许可服

务者。

4 我国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启示

高校图书馆的传统角色是组织和提供信息获取的

途径，管理和保护特色馆藏，为协作与知识创建提供

物理空间[20]，数字出版环境下，国外高校图书馆衍生出

许多新角色。高校图书馆在开展数字出版服务时必然

会面临一些挑战，如何打破资源约束及教师对权益损

害的担忧，利用数字出版为本校用户提供更大的价值，

需要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出版中的经验，为我

国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提供有力支持，可以从以

下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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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拓展高校图书馆的使命与任务

高校图书馆以传播学术知识、服务于本校的教学

与科研为基本使命，数字出版是高校图书馆使命的逻

辑延伸，不仅能够为本校创造价值，也能促进学术交流

系统的变革。

因此，应明确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任务是

提供学者需要的有价值的服务、鼓励OA、改变损害图

书馆和学者权益的订阅定价机制、加深用户对学术交

流问题的理解等。基于以上任务，我国高校图书馆应

主动建立数字出版项目，发挥图书馆的资源、用户、人

才及技术优势；构建出版平台、提供出版工具，鼓励教

师、学生及研究者等的学术性、创造性或教育性作品的

创作、传播、保存和共享；通过提供版权咨询，帮助用

户合理使用受版权保护的资源，实现作者权益最大化；

倡导OA出版、推动学术交流模式的变革。

4.2 尝试建立和维护数字出版项目

开展数字出版服务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数字出版

服务感兴趣的图书馆有必要在开展大规模的数字出版

项目前尝试创建一些小项目，通过与作者或编辑合作，

探索提供服务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了解出版流程、明确

本校图书馆能够提供的服务。

在创建出版项目时，图书馆应明确出版愿景、获取

必要支持、配备工作人员、掌握专业知识并与其他合作

者协同进行。作为新进入出版行业的一员，为保证出版

项目的持续发展，高校图书馆需考虑多方面因素。（1）
需要在校园及更广泛的学术团体中建立声誉。通过提

高服务标准、保证出版物质量、建立图书馆与师生的良

好合作关系，使图书馆出版服务得到用户认可。（2）建

立新的出版模式需要承担巨大风险。即使将权利转让

给图书馆不会影响教师的职称评审，仍有一些作者不

愿将作品出版在数字出版物上。为提高图书馆出版的可

信度，需要在内容的开发和审查方面制定更加健全的

政策。（3）新建的出版项目或出版物可能因各种原因不

能定期出版。为避免此类问题，图书馆需要制定相关政

策，规范出版流程。

4.3 吸引师生主动参与数字出版

高校图书馆通过数字出版为用户提供包括出版、

注册、认证、咨询、存档在内的一系列服务，这对图书馆

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求。

目前国外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项目的人员主

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从事出版活动的人员；另一类

是图书馆现有职工分配部分时间参与出版服务，一般用

“全时等职人员数”（full-time equivalent，FTE）表示

员工人数。虽然图书馆馆员具备元数据创建及数字化

等可用于开展数字出版服务的技能，但出版流程的顺

利进行需要具备设计、布局、市场营销、商业模式、编

辑等技能，因此图书馆有必要争取与出版社合作，获得

出版社编辑出版技能的支撑。此外，为节省预算，图书

馆应主动吸引校内师生参与数字出版项目。如通过倡导

OA出版，在学生课程中嵌入学术交流及OA出版知识，

引导在校生创建学生刊物，鼓励学生志愿者参与图书

馆的数字出版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扩充高校图书馆数

字出版团队，推动数字出版服务顺利开展。

4.4 利用出版效果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国外高校图书馆开展出版服务最普遍的资金来

源是图书馆业务预算，根据《图书馆出版名录》（第四

版），2016年有48%的图书馆表示业务预算是其出版活

动的唯一资金来源，46%的图书馆使用业务预算和其

他预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字出版。

高校图书馆致力于OA运动，但开展数字出版项目

需要考虑人员配备、出版平台使用和其他各方面成本。

为保证作品免费在线获取、维持并扩大出版项目规模，

高校图书馆需要展示出版项目的价值并发展良好的商

业模式。图书馆应有意识地向学校展示数字出版服务

在辅助教学与科研、推动OA运动发展、协助进行知识

管理及提高大学知名度等方面的价值，以此向学校申

请出版经费；同时通过与出版社、基金会等建立合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并引导师生向学校申请OA出

版补贴获得出版资助；此外，还应成立专门的筹款小

组，制定合理的筹资方案，通过资金筹集为特定内容的

期刊及图书出版提供支持，保证图书馆数字出版服务

的可持续发展。

4.5 构建不同形式的合作出版模式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出版服务不是简单的学术作品

出版，还包括咨询（作者版权咨询、标引咨询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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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ISSN/ISBN注册、DOI注册等）、数据管理（数据

可视化等）、认证（同行评审）、存档（研究成果长期保

存）、技术开发、培训等一系列附加服务，不仅需要图书

馆在资金、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获得校内外各部门

的支持，还需要图书馆积极寻求与校内外出版社、学术

团体及研究者等的合作。

在校内，图书馆可以与教师、研究中心、学术项目

和学生团体等合作以支持期刊和其他出版事业。如麦

卡利斯特学院的Tapestries即产生于由Fishel和Rhodes
教授的春季课程[21]。图书馆将出版项目与学院的教学

目标相结合，向学生传授学术交流、知识产权相关知识

后，要求学生建立新期刊，确定期刊名称及使命、考虑

如何吸引不同的受众，并制定投稿指南。学生组成的编

辑团体通过分工合作于2011年春季出版第1期，随后图

书馆为该刊提供托管服务[21]。图书馆还可以与校内出

版社合作，将两者的资源优势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

实现共赢。此外，一些学术图书馆也可与学校相关部门

合作，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校外，高校图书馆可

以通过与学协会、基金会、博物馆等合作，获得资金支

持；高校图书馆间也可以形成联盟，通过协作提高图书

馆数字出版效率。

4.6 建立合适的利益平衡机制

高校图书馆提供出版服务时应主动识别并考虑各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规范出

版流程，保证数字出版服务的有序进行。以ULS为例，

ULS利用OJS平台为内外部期刊提供托管服务，要求期

刊编辑填写图书馆制订的期刊投保单（Journal Proposal 
Form），收集期刊的关注点和出版范围、出版频率和出

版物现有内容等相关数据，审核期刊是否有原创的学术

内容、严格的盲审过程、对内容开放访问的承诺及国际

知名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等，从而评估期刊是否符

合ULS的合作标准。评估完成后，ULS与期刊签署服务

协议，协议概述了合作双方的角色和职责、服务条款、作

者版权协议条款及服务费用等。同时，为保障高效地沟

通，ULS制定通信协议，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及时了解

期刊活动并能够及时收到相关问题的回复。对于期刊在

OJS平台上的展示方式、期刊论文模板样式、每篇论文

或每页需要出现的特定元素等，ULS都有明确规定，这

些规定保证期刊出版的规范性与可控制性。

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参与数字出版时，需要制定明

确的政策，确定出版计划战略目标、用人模式、运作预

算、服务类型及流程和目标受众等，制定合作伙伴间的

角色及责任协议、通信协议、出版同行评审制度，以及

针对版权问题与期刊编辑及作者个人签署版权协议，获

得作品存储及出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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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y’s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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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with the “serials crisis” and “crisis in publishing” caused by the current business mode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ies 
gradual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acting as content provider, and provide hosting platform for periodicals, carrier for managing 
and saving digital resources for a long time, supporter and constitutor of open access policy and copyright handler. This kind of action expands the publishing channel 
and promotes th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ies, orient proper position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igita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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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论坛》在2016年度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喜获佳绩

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联合书报资料中心研制的2016年度复印报刊

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于2017年3月28日正式发布。

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数字图书馆论坛》转载率位列第15名，

综合指数位列第20名。

该排名根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近100种学术系列期刊在2015年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从转载量、

转载率、综合指数三个维度对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进行统计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