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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时代，媒介格局的重塑促使科技期刊进入“二次传播”时代，融合创新出版成为我国科技期

刊影响力提升的发展契机和新增长点。本文基于科技期刊“二次传播”实践特点，以“2020年度中国期刊公众号

Top10”为研究样本，从知识供给、知识传播、知识增值三方面探索实践规律，以加强传统科技期刊借助新媒体平

台提升影响力的能力。科技期刊在不断探索与新媒体平台耦合点时，要实现微信公众号平台全方位“二次传播”，

挖掘直播资源的再利用价值，注重新媒体平台延伸受众的内容需求，引导在知识交流中的深度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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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实

力、科研水平快速攀升，但科技知识国际显示度低、学

术影响力不足的现状，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平衡性

矛盾凸显。科技期刊是科学知识集中传播和创新成果

自由传递的有效载体，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争

夺国际话语权已成为科技期刊迫在眉睫的任务。2019
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

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强调要积

极探索新型传播形式，持续深化科技期刊智能化改革，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期刊传播生态[1]。2022年4月
18日，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

意见》，旨在健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为一体、合

而为一”的体制机制[2]。在顶层设计指引和信息技术迭

代的双重合力下，科技期刊的传播生态不断拓展与优

化，释放出更大的效能。科技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成为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力，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

展战略的重要路径。

科技期刊影响力的提升可以从多个角度实现，包

括探索集群化出版模式[3]、打造数字出版平台[4]、探究

开放获取出版价值[5]、新技术赋能期刊发展[6]等。当前，

融媒体作为新的信息传播形式，为科技期刊提高用户

到达率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对提升期刊的影响力至关

重要。目前，关于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提升影响力的

相关研究，多以个案研究为视角在剖析运营实践的基

础上提出相关建议[7]，或从新媒体传播渠道与形式出发

探索新媒体对知识传播的应用价值，包括短视频[8]、直

播[9]、微信公众号[10]、视频号[11]等。现有研究对科技期

刊影响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但个案研究结论广适

性不佳，不易总结借鉴规律，单一渠道的研究又受限于

传播通道视野，未能彰显科技期刊向知识服务转型的

特征。因此，从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侧重从科技期刊新

媒体传播的个别或局部运营情况进行探究，少有揭示

其在新语境下的整体传播逻辑。因此，本文基于科技

期刊的发行特征引入“二次传播”概念，围绕科技期刊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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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的完整细分环节，对“2020年度中国期刊公

众号Top10”传播实践进行多角度探究，分析科技期刊

通过新媒体平台向受众传播的到达率指数，包括点赞

量、评论量、转发量、阅读量等传播量，以揭示其“二次

传播”影响力的提升效果，为科技期刊借助新媒体平台

提升影响力运营提供借鉴。

1  科技期刊进入“二次传播”时代

“二次传播”是一种相对于“初次传播”的传播学

概念，指经过初次传播的信息通过其他媒介形式进行

再次传播[12]。对于科技期刊而言，“二次传播”是指原

创科技论文内容以纸质期刊形式印刷发行或者以电子

版形式发行于学术资源库之外，又在微信公众号、抖

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图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

进行传播。“二次传播”现象源于互联网发展对传统媒

体的冲击，改变了受众信息获取的方式，逐渐发展成为

信息在新媒体领域的一种延续传播。科技期刊的“二次

传播”在传统发行形式之外开辟新的传播路径，不仅

使知识传播由单一静态向多元动态发展，而且可以使知

识获取由学术共同体向社会大众延伸。“二次传播”的

概念契合科技期刊当前探索的知识传播生态，如何促

进科技期刊在“二次传播”中的良性发展已成为时代

课题。

科技期刊的“二次传播”是新旧媒体融合发展过程

中的必然产物，亦是期刊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调查显示，超过95%的科技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并

将其作为新媒体传播渠道，对期刊内容进行加工后传

播[13]。目前，已经有多种科技期刊在B站开设了官方账

号，其视频内容聚集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与关注度，体

现了科技期刊应用B站的优势与可行性[14]。可见，新媒

体传播已成为科技期刊发展新赛道，科技期刊正以积

极的态度探索知识多元传播渠道构建，以实现学术知

识价值再造与提升。

2  科技期刊在“二次传播”中应平衡的
关系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促使科技期刊需要

在新媒体语言中进行“二次传播”，囿于二者传播语境

的差异化，提出科技期刊在知识供给、知识传播、知识

增值方面应平衡的三大关系。

2.1  知识供给：平衡系统性与核心性的关系

知识供给即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输送给读者相应

的知识内容。科技期刊在“二次传播”中需要对“初次

传播”的内容进行解构与重塑。科技期刊是学术资源的

集散平台，是学术交流的主阵地，肩负着科学传播的重

要使命。由此可见，优质学术内容对于期刊发展的重要

性。为满足读者对不同学术知识的需求，科技期刊对大

量的学术成果通过不同的栏目设置进行系统性展示，

供用户检索与学习，属于“自主操作式传播”。但是在

新媒体语言中，更倾向于“随机分享式传播”，知识供给

需“化整为零”，由“全”向“优”转变，将核心优质内

容进行二次创作。因此，科技期刊在“二次传播”中应

慎重衡量内容供给，才能最大化提高用户从注意力到影

响力的转换概率与效率。内容供给的衡量标准应以用

户需求为核心，如可以在期刊新一期目录公布之时让用

户进行投票，选取票数较多的几篇论文进行相应的内

容再创造。

2.2  知识传播：平衡体系化与碎片化的关系

知识传播是借助特定的传播媒体将知识传达给用

户的过程。科技期刊是学术资源聚集与科学知识传播

的交汇处，其目的是推动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与应用。

因对质量的层层把关而形成更加严谨的体系化内容，

供用户反复研究与交流，便于进行深入思考。随着出版

融合的逐渐深入，刊媒融合已是应然之选，图文、短视

频、直播等知识传播形式构筑了新媒体矩阵，由此为学

术成果的多元化、可视化传播提供了创新场景。然而，当

下简单的“内容搬运工式堆砌”或是“物理式合并”模

式与新媒体属性不相匹配，传播效果甚微。科技期刊在

“二次传播”中要转换传播思维，适应媒介碎片激增的

特点，提高学术知识的直观化呈现，提炼精髓，便于用

户了解核心内容，提供便捷的碎片化知识服务。只有提

高科技期刊与新媒体语言传播的适配度，才能完成二

者的相互转换与价值增值，同时提高期刊的影响力。

2.3  知识增值：平衡广泛化与深入化的关系

知识增值是基础知识服务以外的附加服务功能，

强调对用户潜在需求的挖掘与满足。依托出版融合，提

供知识服务，科技期刊逐渐明晰其学术知识服务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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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知识增值也成为期刊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知识媒介

多元构建、知识传播多样探索中，新媒体平台为学术知

识增值服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当下

科技期刊知识增值服务趋于广泛化。但是，在策划和推

广科技期刊学术知识增值服务时要以“深入”为宗旨，

知识增值服务致力于满足用户的现实需求及挖掘用户

的潜在需求。一方面，根据用户的现实需求提供适度、

有效的特色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拓展新媒体个性化服

务模式，引导用户的使用特点和习惯，由此提升科技期

刊的附加值。只有切实满足用户多层面的知识需求，帮

助其便捷地进行知识获取，才能提高科技期刊的传播

效率，扩大影响力。

3  科技期刊“二次传播”服务实践

“2020年度中国期刊公众号Top10”是“2020学

术公众号100强”五大榜单之一，评选活动由《环球科

学》、领研网、科研圈共同举办，评选结果从800多个

公众号中经专家评审、读者投票、传播影响力分析等诞

生，成为我国期刊新媒体的代表。

鉴于科技期刊“二次传播”服务实践呈现以微信公

众号为中心点向其他新媒体平台辐射的特点，本研究选

取“2020年度中国期刊公众号Top10”作为研究样本，

以分析各样本微信公众号服务实践作为切入点，并延

伸至微信视频号、抖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实践探

究。研究样本中7种期刊（《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中国循环杂志》《机械工程学报》《给水排水》《中国

实用外科杂志》《环境工程》《中国光学》）以单刊形式

运营，3种（中国激光杂志社、中国科学杂志社、测绘出

版社）以刊群形式（期刊社）运营。依据科技期刊知识

服务的细分环节，从知识供给、知识传播、知识增值三

方面总结其在“二次传播”中的服务逻辑，见图1。

图1  科技期刊“二次传播”知识服务逻辑

B

B

3.1  在知识供给中整合学术资源

传统科技期刊在长足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

源，包括内容资源和流量资源。内容资源是指通过质量

检验的优质论文内容，流量资源是指期刊发展过程中

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两种资

源成为刊媒融合背景下科技期刊“二次传播”的坚定基

石和独特优势，二者相辅相成，内容资源来源于流量资

源，对内容资源的整合利用又能带动新的流量资源。

3.1.1  对内容资源的利用

科技期刊的“二次传播”为提高内容资源由注意力

到影响力的转换效率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为了适

应新媒体知识传播特征，科技期刊须扮演“内容资源

整理师”的角色，将所载论文进行模块化管理，加强同

研究主题的内部联结与延伸，构建知识关联网。此举一

方面有助于在对科技期刊所载学术知识的挖掘与重组

中完成内容资源的整合并提升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更符

合用户对知识获取的新需求。例如，《机械工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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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载论文按照细分研究领域整理成压缩包，在社群

中进行精准推荐，慢慢形成一个“需求—给产品—更多

需求”的良性循环[7]；《环境工程》在用户关注其公众

号时便对环境领域细分知识及资讯的获取进行引导，

提供知识库关键词便于用户获取，并在持续更新各知

识库内容的同时不断扩充知识板块，由此获得了大量用

户的持续关注，增加了用户黏性。

3.1.2  对流量资源的巩固

科技期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已具备一定

的影响力，吸引了一批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成为科技

期刊“二次传播”活动中的储备流量资源，需要进一步

在天然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向私域流量池的引流。

对私域流量的搭建与巩固，首先可以挖掘基础用户的

价值，提高用户黏性，加大优质内容资源供给的精准到

达率，提升用户持续关注期刊的可能性；其次，私域流

量作为期刊内容的需求用户和间接传播者，便于科技

期刊在互动交流中了解其知识获取需求，从而提升学术

知识服务水平。当前科技期刊多使用社交平台进行社群

搭建，如《测绘学报》成立作者QQ群、《浙江大学学报

（英文版）》建立微信讨论群，以此用来鼓励老用户在

社交圈层的分享。

3.2  在知识传播中拓宽渠道，构建新媒体传
播矩阵

科技期刊的“二次传播”能够通过多元化媒介表达

方式来拓展学术知识的传播边界，提高学术研究成果

的可见性与易获得性。我国各科技期刊在新型出版环境

中结合自身特色进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

新媒体传播矩阵，由数字图文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

平台构成，包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B站等。通

过“二次传播”平台的选择以及与平台属性契合的内容

创作来构建新媒体传播矩阵，实现科技期刊内容的多

种创新形式传播。

3.2.1  创新基础权威内容发布，增加图文知识的可

读性

图文形式是科技期刊在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初

始形态与基础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不断

探索新形式的图文传播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

《中国循环杂志》的微信公众号图文发布采用“阶段式

引导”的方式，在创新图文内容发布的同时有层次地满

足不同群体的知识需求，单篇内容阅读量破万次，甚至

突破10万次；《机械工程学报》将各期关注度排名前6
的论文进行整合推荐，并提供整期阅读链接，推荐文章

篇均浏览量保持在2 000次以上；中国科学杂志社运营

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在图文发布中采用新闻播报式语

言，将论文内容“叙事化”，2022年其发布的图文论文

中阅读量最高的一篇达6 787次。

虽然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采用了运营微信公众号

的营销模式，但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完全融入新媒体传

播思维，大部分是将纸本内容简单复制到新媒体平台

上，没有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实际需求进行二次加工，

关注度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无法发挥有效的传播作

用[15]。因此，如何创新内容发布形式，找到与新媒体相

适配的最佳表达方式，吸引更多流量资源，成为科技期

刊微信公众号运营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3.2.2  探索短视频服务生态，加大科研成果可视化

展示

短视频已经成为内容传播的主流方式，能够将学

术性较强的专业知识内容以更加生动形象、易于理解

的可视化形态进行展示与传播。这样既可以满足用户

信息获取与阅读习惯改变的需求，吸引用户关注，也有

利于内容的分享，使期刊内容在更广泛的垂直领域传

播。从样本期刊在视频号、B站、抖音的建设情况看，科

技期刊短视频运营主要集中在视频号，B站和抖音平台

建设程度稍逊。除《环境工程》在三大平台均开通运

营账号外，其他科技期刊的平台选择基本呈现出“视

频号+B站/抖音”的特征。从发布内容来看，各平台内

容趋于一致，直播回放内容占比较高，整体而言内容分

散，未形成一定的风格特色。从传播效果来看，视频数

量与评论、转发、点赞等传播影响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

呈正相关，必须保持一定的作品发布频率，持续输出优

质内容。

以发布微信视频号作品数量最多的《机械工程学

报》为代表进行分析，其视频号名称为“JME学院”，以

“速递科研成果，分享优秀论文”为宗旨，已发布341条
短视频作品，内容分类见表1。在该视频号的作品中，与

期刊学术内容相关的主要包括会议直播回放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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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高影响力文章讲解类和论文推荐类短视频。

其中，会议直播回放类短视频是将JME学院举办的不

同主题学术线上直播会议进行分段剪辑制作而成，扩

大了期刊内容的用户到达率，该类短视频数量占比最高

（43.4%）；期刊封面文章/高影响力文章讲解类短视频

是对期刊“爆款”论文的持续打造，邀请相关作者进行

论文的分享与讲解，一方面可以提供读者与作者“对话

交流”机会，打破自我阅读的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可以

增加作者黏性，为其文章带来更多“粉丝”；论文推荐

类短视频是将期刊论文的科研团队日常实验过程及成

果展示制作成短视频，因与大众短视频形式相近，受到

读者的喜爱，在视频号累计传播量排名前10的短视频

中占据了50%的份额。由此可见，内容呈现形式与平台

属性适配是非常重要的。

表1 《机械工程学报》视频号运营情况（截至2022年9月）

论坛预告类

会议直播回放类

期刊封面文章/高影响力文章讲解类

论文推荐类

期刊、领域资讯类

56

148

48

39

50

内容分类 作品数量/条

805

2 171

848

430

206

累计点赞量/次

4 575

8 965

2 914

2 146

1 302

累计转发量/次

4 155

4 158

1 721

5 872

4 021

累计收藏量/次

9 535

15 294

5 483

8 448

5 529

累计传播量/次

此外，一些科技期刊在图文发布中也加入短视频

内容或举办相关的比赛。中国激光杂志社开设“五分钟

光学”栏目，邀请领域专家进行科研成果展示与行业知

识科普；《环境工程》期刊微信公众号“文章解读”版

块加入视频讲解环节，由作者对论文内容进行阐述；中

国科学杂志社举办科技短视频大赛，征集能从多角度

反映旗下各刊优秀科研成果的原创短视频，展现科学

之美，促进科学传播。科技期刊已经开始探索“期刊+
短视频”的服务生态，寻找借助短视频迅速发展的势

头扩大科技期刊影响力的实现方向与路径。

3.2.3  积极开展学术直播活动，促进前沿知识的深

入交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线上直播成为知识分

享与传播的主要形式。对于知识交流需求旺盛的学术

界，线下学术会议逐渐向线上转移，这为科技期刊拓宽

了信息传播渠道，可进一步完善新媒体传播矩阵。线上

直播不仅缩短了传播距离，具有成本更低、传播范围更

广、便利性与互动性更强等特点，而且对于凝聚学术资

源、提升期刊影响力能够产生愈加直接、有效的作用。

样本期刊账号中60%开通了直播服务，《中国循

环杂志》已举办147场线上直播活动，直播回放最高浏

览量为1.6万次，有70场直播回放浏览量超过1 000次；

《机械工程学报》举办的26场直播，回放累计浏览量约

为4.7万次，平均浏览量为1 790次。虽然无法获得直播

现场的实时参与用户数量，但直播回放浏览量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直播活动的影响力。科技期刊在不

断拓展渠道建设，开启B站、期刊本领域相关平台及自

主研发平台等的同步直播，扩大了用户来源覆盖面，提

升了科技期刊新媒体矩阵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3.3  在知识增值中创新服务模式

新媒体平台为科技期刊提供多元化的知识增值服

务创造了有利场景。应在积极寻找用户诉求点中不断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

3.3.1  通过学术资讯宣传，强化作者团队维护

作者群体是期刊优质内容的源泉，要持续进行关

系构建与维护，才能拥有强大稳定的原创作者团队。提

供学术资讯传播服务，帮助作者宣传学术成果不仅能

在无形中强调期刊内容的权威性，还可以加深与作者

团队的联结。大多数期刊在图文发布中注重作者团队

的详细介绍，如公众号机械工程学报在文末对各位作

者的人物图像、职称、所获成就、学术成果、研究方向

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展示，并且附上团队近期发表的文章

用以提高作者团队多篇论文的显示度。这种服务逻辑与

社群建设相似，将作者学术成果凝聚并精准推送给有

需求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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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通过优化互动方式，提高读者关注度

新媒体平台特有的在线互动功能成为科技期刊与

用户黏度的强效剂。中国激光杂志社运营的公众号在

图文发布中通过与读者的互动，实现期刊与新媒体平

台的相互转换。其“五分钟光学”栏目鼓励读者积极留

言，每期评选出5位获奖者，并免费赠送中国激光杂志

社旗下期刊Advanced Photonics，该期刊为中国激光杂

志社第4本英文期刊，以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

形式出版。一方面，限定礼品赠送是对期刊品牌文化的

输出与延伸，能够引起读者对相关期刊的长期关注。另

一方面，通过期刊赠送形式为新期刊引流，带动本土英

文期刊发展的“起步优势”，同时也是对OA期刊的宣

传，从而形成“以旧带新，以中文期刊推英文期刊，以传

统出版助OA出版”的创新服务形式，提高了期刊的用

户活跃度。

4  科技期刊“二次传播”影响力提升发
力点

科技期刊的“二次传播”为读者的学术知识获取带

来新体验，同时也为期刊影响力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要实现用户吸引与影响力提升之间的长期转换，仍需

在实践探索中持续完善与扩展服务能力，找准期刊影

响力提升发力点。

4.1  实现微信公众号平台全方位“二次传播”

微信公众号平台作为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的首发阵

地，在“二次传播”中承担着“排头兵”的重要角色，且

已具备新媒体平台提供各种知识服务的功能，包括图

文、短视频和直播。目前，科技期刊公众号建设仍以图

文功能使用为主，且存在不经二次加工就将论文生硬

复制到公众号平台的现象。因此，科技期刊应在精准分

析受众诉求中不断创新论文内容发布特色，探索与新

媒体语言的耦合点，改变论文内容搬运工式的机械运

营形式，搭配视频号，开启微信公众号中的直播和短视

频发布功能，打造特定学术领域知识获取的一站式服

务平台，最终在创新知识服务和传播模式中提升科技

期刊的影响力。

4.2  挖掘直播资源的再利用价值

线上学术直播专家云集，能够提供除自我学术知

识探索以外的权威知识讲解，现场直播的回放成为重

要的学术资源，可供学习者反复观看。不少科技期刊在

新媒体平台提供了直播回放功能，形成直播视频资源

库。此外，还有期刊将直播内容剪辑后以短视频形式进

行发布，但因短视频剪辑生硬，在时长和内容表现形式

上未能与短视频平台适配，使得直播回放形式与短视

频形式边界模糊，未能充分发挥短视频传播的优势，且

效果不佳。因此，科技期刊应重视在直播中衍生出的学

术资源，结合短视频的属性特征对其进行深度挖掘与

改造，产出契合用户需求的高质量短视频内容，达到用

户价值认可并进行分享传播的目的，实现期刊影响力的

提升。

4.3  注重新媒体平台延伸受众的内容需求

科技期刊的“二次传播”拓宽了受众范围，打破了

学术传播设定门槛的刻板印象，在学术群体与非学术

群体同时作为科技期刊传播受众时，辨别两个群体不

同的知识获取需求便显得十分重要。尤其对于非学术

群体而言，传播议题成为此群体能否成为科技期刊流

量资源的关键因素。因此，内容的不同传播形式都应注

重议题发散，学术科研需求者以论文为核心，知识兴趣

探索者以科学为中心，二者相辅相成，既能为传统论文

阅读添加趣味，又能在科学知识传播的同时发现潜在

优质作者。科技期刊对学术群体的吸引力固然重要，直

接影响期刊影响力的提升效果，但在新媒体环境中，非

学术群体也将对期刊影响力提升做出巨大贡献。

4.4  引导在知识交流中的深度互动

新媒体平台的评论、转发、点赞、收藏等功能改变

了科技期刊的知识学习和知识交流的模式，提高了读者

与作者、读者与编辑之间知识交流的可能性。但从期刊

现实运营及读者反映来看，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

中都未能充分利用互动功能，评论、转发人数等相关数

据提升空间较大。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引导，激励有

需求契合点的读者加入讨论圈，激发互动热情，如可以

在评论区提出不同问题引发思考等，引导读者在学术知

识获取中进行深度互动，提高用户的留存率，可为科技

基于新媒体平台“二次传播”的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研究徐立萍，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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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发展带来更多的流量资源，从而提升其影响力。

5  结语

科技期刊的“二次传播”利用新媒体多元媒介技术

对传统发行模式进行创新，拓展了学术传播的边界，延

伸了受众范围，增强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可见性，提升了

科技论文的多元化传播质量和传播效率，在学术界圈

层之外形成跨领域的影响力。科技期刊与新媒体的融

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却并非一日之功，各期刊需结合

自身发展，寻找符合自身特色的融合发展之路，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从而提升期刊的品牌效应及影响力。本研

究样本选择以科技期刊整体领域为视角，各期刊分属

于多个细分学科领域，每个领域内生环境的差异性会

对研究分析有一定影响，后续将以更细粒度的学科期

刊群做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 武英刚. 新时代我国科技期刊新媒体传播的策略研究［J］. 传播

与版权，2022（8）：59-61.

［2］ 曾建勋. 推动期刊融合出版［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4）：1.

［3］ 刘冰，魏均民，金东，等. 提升集群期刊管理运营水平，赋能期

刊高质量发展［J］. 编辑学报，2022，34（4）：363-368.

［4］ 张莉，石磊. 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思考与实践［J］. 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33（5）：610-613.

［5］ 明蔚，刘凯恒，赵镇岳. 非开放获取的引文劣势——一项针对

反向翻转期刊的因果推断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22，39

（2）：144-152，160.

［6］ 丁筠. 新媒体、新技术影响下的科技期刊发展趋势［J］. 科技与

出版，2018（7）：116-120.

［7］ 向映姣，张强，恽海艳，等. 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期刊传播服务

模式探讨——以“JME学院”学术平台为例［J］. 编辑学报，

2022，34（3）：325-329.

［8］ 曹会聪，居跃琳. 一流期刊建设背景下科技期刊融媒体发展研

究——以科技期刊短视频发展为例［J］. 出版广角，2021（16）：

46-49.

［9］ 李娜，刘洋，赵娜，等. 基于新媒体平台的科技期刊直播效果研

究［J］. 编辑学报，2021，33（3）：318-321，326.

［10］ 杨瑞芳. 融媒体时代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建设与运营［J］. 科技

与出版，2022（11）：101-105.

［11］ 高存玲，聂友华. 科技期刊微信视频号运营现状、问题与策略探

析——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为例［J］. 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33（9）：1218-1224.

［12］ 赵丹. 媒体融合时代电视媒体“二次传播”策略探究［J］. 新闻

研究导刊，2021，12（21）：189-191.

［13］ 王微，唐果媛，张颖，等. 我国科技期刊新媒体发展现状的问

卷调查与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31（11）：1322-

1330.

［14］ 王春迎，王曼玉，占莉娟. 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科技期刊B站

传播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33

（1）：67-75.

［15］ 刘川. 科技期刊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思考——以建筑类科技学

术期刊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2022，13（6）：190-193.

作者简介

徐立萍，女，1977年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出版传播、传媒管理等，E-mail：cecily_xu_usst@163.com。

郭梦，女，1995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出版。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Enhanc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s Based on the New Media Platform Secondary Communication

XU LiPing  GUO Meng
(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Art Desig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P. R.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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