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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当前我国刊群建设的相关背景，界定了科技期刊集群化建设的概念和内涵。在此基础

上，通过环境扫描，从历史演进、技术驱动、经营变革以及学科发展四个维度分析学术交流模式变迁中的刊群

建设环境，阐述科技期刊从单刊模式向刊群模式演变的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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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重要的知识载体，是学术信

息创造、记录、传播和保存的核心工具，是科技创新和

知识传播利用的重要基础设施[1]。近年来我国科研论

文成果产出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2014年自然出版集

团（NPG）最新发布的NPI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正在逐

步取代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科研实力最强的国家[2]，日本

文部科学省以汤姆森路透数据库为基础进行的统计表

明，中国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在2000年以后猛增6倍，达

到18万篇，超越英国、德国和日本，跃升至世界第二[3]。

与此同时，随着以网络化、数字化、移动化为特征

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席卷全球，我国科技期刊业也受到

前所未有的影响。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在整体上仍表现出

“小、散、贫、弱”的特点，传统的期刊经营理念和实践

方式在变化的学术交流模式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

性和滞后性。此外，中国日益庞大的科技期刊市场正在

吸引国外出版商争相攻城掠地。《2014全球出版行业报

告》指出，由于国际出版巨头已经无法再在发达国家市

场获得更多利益，中国等新兴科研大国因其快速成长的

市场逐步吸引了国际出版商的目光[4]。因此国内科技期

刊界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而是需

要尽快正视挑战。

面对挑战，国内科技期刊有识之士已经凝聚新的

共识，提出“集群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品牌

化、国际化”等一系列改革思路和行动策略。在这一轮

科技期刊改革过程中，科技期刊的集群化建设是一条

重要发展路径，也是解决科技期刊出版体制瓶颈问题

的关键措施之一[5]，成为国内科技期刊界认同的一种较

为理想的模式[6]。以中国科协为代表的期刊管理部门在

指导科技期刊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

益探索；以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国激光杂志社、卓众

出版社等单位为代表的科技期刊运营主体在探索刊群

建设机制和技术路径方面做出大胆尝试和创新。本文

试图在学术交流环境的宏观框架中来考察科技期刊的

刊群建设，论证我国科技期刊的刊群发展模式。

2 概念界定
 
（1）科技期刊

科技期刊是以报道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形

式[7]，是科技成果集中传播的基本渠道，也是发布科技

创新成果的主要平台，是培养教育科研人才的重要资

源。科技期刊事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刊群和期刊集群化

刊群可以理解为是期刊集群化的简称，它既是一

刊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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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建设过程和实施模式，具有动词的形式（即期刊的集

群化），又是一种运营形态和运作模式，具有名词的形

式（即集群化的期刊）。

集群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期刊集群化不仅

仅意味着量的变化，也是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的根本

性改变[8-9]，其内涵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整合，也包括

了不同单刊在经营权、理念、内容、平台、流程、团队等

方面的整合，其具体实践形式和操作方式也千差万别。为

此，从集群化的最终实现形态来看，刊群可以定义为：是

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产物，是传统单刊按照一定机制进

行全方位整合的结果，是期刊经营发展的新形态。

（3）学术交流模式

学术交流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研

究的本质[10]。学术交流环境是发生学术交流行为的场

域，由参与学术交流的众多角色及其各自功能、相互关系

所构成，不同的作用关系形成不同的学术交流模式。新

型学术交流模式的建立将会给学术交流环境中的元素

及其关系带来一系列的变革性影响[11]。科技期刊作为

学术信息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学术信息交流模式的

核心要素之一。在学术交流模式中考察科技期刊的发

展形态，有利于论证科技期刊从单刊模式向刊群模式

演变的趋势和规律。

3 以刊群建设为核心的学术交流环境扫描 

3.1 历史维度——刊群模式是科技期刊进

化的必然形态

回顾科技期刊自诞生发展至今的历程，有利于总

结科技期刊的演变规律。科技期刊形态不仅仅是指其

物理实体性状，还包括广义上科技期刊的组织形式、呈

现样式、制作流程、传播方式、运营模式、盈利模式及

外部竞争关系和权益关系等。

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第一本同行评议期刊，

时值17世纪中叶，欧洲刚刚经历文艺复兴的洗礼，现代

科学迅速萌生，很多科学家或学会组织通过通信或者

邮政系统进行学术交流[12]，这可以称之为科技期刊形

态的“通信时代”。而在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科技期刊逐渐走向成

熟，一方面随着同行评议机制的推广和成熟，科技期刊

在内容质量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期刊形态比图书形态

更加方便快捷，使其在时效上得到保证。这期间科技

期刊多由学会和大学等非营利性机构出版，具有很强的

“公益性”色彩，体现科学研究的纯粹性和非功利性，这

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可以称之为科技期刊

形态的“学会时代”。

二战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日益成

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西方国家对于科研和

教育的投入不断扩大，来自工商产业界的资金也投入到

研发当中，加之以原子能、航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代

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论文的数量呈指数增

长。大量的投稿、新兴领域、科技发展都令学会支撑下

的科技期刊形态饱受压力。与此同时，商业性的出版机

构看到科技期刊的庞大市场，纷纷进入该领域，开始逐

步接管学会的期刊并创建新期刊[12]，这种趋势一直持续

至今，可以称之为科技期刊形态的“商业时代”。

在科技期刊的“商业时代”，以科技期刊为核心的

学术交流环境受到“商业化改造”。在商业理念和经营

思维的转变中，Elsevier、Springer这样大型学术信息出版

商纷纷涌现，首先从学会手中接管和整合已有期刊，其次

不断进行商业机构间的兼并、收购和重组等企业行为。

经营主体的商业集团化带来其下经营产品的集群化。而

随着21世纪以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大规模应用，大型出

版巨头纷纷以其敏锐商业触觉和强大的技术、资金、资

源优势，抢占数字时代的制高点，建立和发展数字化的

学术信息交流平台，通过网络数字平台整合其下期刊资

源，深化和巩固期刊集群化的形态。因此，从历史的维

度看，刊群模式是科技期刊进化的必然形态。

3.2 技术维度——刊群模式是技术驱动的

必然产物

技术因素是科技期刊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具有一

定规模的学术信息资源通过数字化出版，有序组织和开

发，实现不受限制的整合和聚类，推动着科技期刊从传

统的纸质印本单刊模式走向数字化的刊群模式。在科技

期刊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的重大变革都与技术更新密

不可分[13]。宏观上看，历次工业革命和当前发生的数字化

网络化变革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和整体的科学进步，为

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原动力，丰富科技期刊的内容，提

供数量巨大的稿源及作者和用户群体，造就科技期刊的

庞大市场，也间接推动科技期刊形态的变革和演化。

微观上看，相关技术在以科技期刊为核心的学术

交流模式中不断得以应用。在“前数字化时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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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主要以纸质印本形式被印制、发行、传播、收藏和

阅读，决定学术信息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载体（单刊印本）

和有限的时间（出版发行周期）范围内进行传播。直到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的商业出版机构开始大规模进

入数字出版领域[12]。然而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数字化

浪潮已经席卷整个出版行业并颠覆传统的科技期刊形

态，这主要源于一系列新型技术应用，每一项技术应用

都改变着传统印本单刊形态。

机构知识仓储是数字时代面向学术信息的管理方

案，不仅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架构和制度设计实现学术

信息的积聚，而且通过覆盖知识链全流程的丰富服务

功能实现学术信息的增值；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信息的

存储、发布和利用形式。语义出版和数据出版作为新型

的学术信息呈现形式，通过挖掘、识别和关联文章或作品

中的知识内容，实现着对传统科技期刊的内容增值，在

此基础上实现知识集成、聚类和互操作，将科研数据

作为发布内容与研究成果一同进行保存和出版；日益强

大的搜索引擎和知识发现技术正在改变用户阅读和使

用论文方式[14]，成为提高研究生产力的关键，也成为一

种新的研究方法[15]。

3.3 经营和管理维度——刊群是期刊产业

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技期刊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商业改造，在技术手

段上经历数字化变革。整个学术出版行业的商业生态处

在重新建构和再平衡当中，出版机构的兼并与联合在这

一重构过程中最为明显。出版机构寻求兼并和联合的动

机在于抢占和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规模效益、增加产品

产量等，其根本目的在于扩大盈利。科技期刊业并不是

一个高盈利的行业，在2009年全球遭遇经济危机的背景

下，科技期刊的盈利和发展状况受到了考验。中小规模的

出版机构通过兼并联合形成集团，确保其生存和发展，并

形成竞争优势。而大型的出版商则通过吞并、收购、联合

来聚集资源和资金，关注于产品服务模式的创新。

根据STM期刊协会的统计，全世界67%的科技期

刊来自于规模前100名的出版商，而35%的期刊集中于

规模前5名的出版机构。Elsevier、Springer、Wiley各自

拥有2000种以上的期刊。大型出版机构还在继续吞并

小型出版机构或与之合作，以取得和巩固对出版平台的

控制；继续执行多元化战略，以拓宽收入来源；继续大

力斥资于技术，以保持和技术发展趋势同步[16]。由此可

见，在当前全球科技期刊市场竞争中，大型商业出版集

团主导下的刊群发展趋势明显，按照帕累托法则和马太

效应，资源、技术、资金的优势将继续向垄断地位的大

型出版商集中。

较之大型出版巨头的持续兼并行为，中型规模的

学术信息出版商同样通过“联合、合作、整合”等方式

改善经营。据统计，全球范围内95%的学术出版商只拥

有1-2种期刊，是科技期刊市场上广大的“长尾”。近几

年中型学术出版商主要通过联合、合作以及兼并来完

成功能和系统整合。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出版商则处

于“挣扎维持”的状态[17]。最新发布的《2014全球出版

行业报告》列举兼并、数字整合以及全球化[4]三大出版

产业趋势，都和集群化发展密切相关。

3.4 学科维度——刊群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要求

尽管科技期刊的运营经过了商业化的改造，但是科

技期刊的本质仍带有强烈的学科属性。来自学科的力量

不仅在哺育着科技期刊，也在开放获取模式建立、作者

和读者权利争取、文本深度开发等前沿领域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学科发展的许多新趋势正改变着学科和

期刊的传统关系。

以往“学科-学会-期刊”的体制决定了单刊模式的

存在。学会凝聚该学科的专业人员和研究资源，是学科

共同体的组织形态，而期刊则扮演在学科及学会范围内

传递学术信息的“信使”角色。学会直接和完全掌控刊

物运作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了学科内的信息交流质量和

效率，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科技期

刊品牌一开始都是隶属于某一学会，而目前学科的传统

组织构成和研究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1）学科构成方面，在传统学科的边缘和融汇领

域产生大量新型学科和交叉学科，给传统单一学科对应一

种或几种单刊的模式带来挑战；科学研究范式转变、科学

2.0时代到来、数据密集型科研、开放科研环境形成、数

字人文兴起、知识计算和专业信息学的初现端倪，造就

了E-Science环境，要求支持和融入科研行为的全流程，

改变原有科技期刊单刊模式的信息服务品质。

（2）学科方法方面，当计算机的运算和处理功能

变得更加强大、当越来越多的科研活动在数字化环境

中进行时，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利用文本和数据挖掘

等新方法来进行衍生研究和交叉研究，而传统的单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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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限定于固定的专业领域，无法覆盖到新兴学科和

相关学科的内容[18]。此外，用户升级的科研行为和科研

需求要求科技期刊在大量知识资源有序整合的基础上

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因此，从学科发展的维度看，单刊模式虽然为学科

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已经落后于学科发展的整体进

程。从科研体系运作的整体环境、用户行为和信息需求

来看，刊群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4 结语

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环境中的核心元素之一。受数

字化网络化变革、外部竞争对手冲击等多重挑战，推动

集群化期刊的建设已经成为科技期刊所认同的发展模

式。需要将刊群建设置于学术交流环境中考察，从历史

演进、技术驱动、经营变革和学科发展等四个维度，来

分析科技期刊从单刊形式向刊群形式的演变趋势，把

握和明确科技期刊刊群的概念内涵、实现形态和实施

模式，推进我国科技期刊的集群化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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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hen explains the inevitable trend that single journal pattern turns to journal group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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