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11期（总第198期） 13

摘要：本文在调研当前科学技术与医学领域（Science，Technology & Medicine，STM）期刊、图书、在线工

具和解决方案、科学数据、社交媒体资源、预印本资源出版情况的基础上，对STM出版的趋势进行分析和总结，发

现媒介融合背景下STM出版朝着全媒体出版和增强出版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推动

STM出版的智能化、语义化，电子图书的商业模式逐渐与电子期刊趋同并有所创新，出版商更加注重文献管理软件

与替代计量学工具的研发，对突发事件、热点事件响应迅速，提供针对性资源整合与服务。据此提出图书馆在资源

建设方面的建议，包括建设开放融合的多元化资源体系，制定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协调发展的采购策略，利用新兴

技术推动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和知识组织，增强应对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的资源应急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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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行业在近20年经历了深刻变革，STM领域的

学术信息资源的出版也深受影响，并在面临挑战的同时

得到了发展。受新技术的牵引，STM领域的数字出版进

一步加快；与此同时，出版内容不断扩展，从期刊、图书

扩展到在线工具与解决方案、科学数据、社交媒体资

源、预印本资源，图书馆界深切感受到了STM学术出版

界的诸多变化。深入剖析这种变化、把握最新STM学

术出版态势有助于高校和专业图书馆认清自身在学术

出版生态圈中的位置、创新馆藏资源建设思路、革新资

源建设理念。

1  STM出版现状

STM出版的生态系统正在向数字知识和服务转

移，几乎所有的期刊都实现了数字出版，图书的数字出

版也在进一步发展；除了传统的期刊、图书以外，在线

工具和解决方案、科学数据、社交媒体类学术信息资

源、预印本资源也正在影响STM出版格局，进一步打破

原有的学术信息交流模式。

1.1  期刊

据统计，全球约有10 000家期刊出版商，2018年约

有33 100种经过同行评议的英语学术期刊，另外还有

9 400种非英语学术期刊，每年共发表300多万篇文章。

随着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加以及科研经费的增长，近年

来论文数量的年增长率为4%，期刊数量的年增长率已

经超过5%[1]。受信息技术和用户需求的双重牵引，期刊

出版的数字化趋势愈加明显。据STM出版商协会2018
年发布的最新STM报告统计，几乎所有STM期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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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版本，绝大多数期刊的使用都以电子方式进行，

P+E（纸本+电子）形态是目前STM期刊出版的主流形

态，P-Only（纯纸本）期刊数量正在逐步减少，E-Only
（纯电子）期刊数量正在逐渐增加，部分期刊转向按需

印刷。此外，笔者通过问卷方式调研Elsevier、Springer 
Nature、Wiley、OUP（Oxford University Press）、CU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五大主流的STM出版

商，并将2010年的期刊数字出版调研情况与2020年的

数字出版调研情况进行对比（见表1），发现Elsevier、
OUP出版社2020年已不再出版P-Only期刊，2020年这

五大出版商E-Only期刊的出版数量增速明显。 

1.3  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

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主要包括文献阅读管理软

件（如ReadCube、Mendeley、K novel）、替代计量

学工具（如Plum Analytics）、数据库（如Uptodate、
Clinicalkey、Nano）和标准等内容。在线工具和解决方

案是STM出版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据统计，2018
年STM领域46%的销售额来自期刊，21%的销售额来自

图书，19%的销售额来自于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见图

1）[3]。可见，在STM出版领域，期刊仍占据主导地位，

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的市场份额接近于图书，且其增

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期刊和图书[4]。据统计，以文献管理

工具和替代计量学工具为代表的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

自2011年以来一直是STM出版市场中销售额增长最快

的类型，其中2018年较2017年增长6.1%，销售额达到20
亿美元[5-6]。随着印本图书销量的下降以及图书馆对图

书预算经费的缩减，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有望超过图

书，成为STM出版市场领域第二大主要类型。

1.2  图书

数字出版降低了传统纸本图书出版过程中大量的

纸张、印刷、装订的成本，同时阅读器和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电子图书的阅读和使用更加方便快捷。随着期刊

数字化的全面到来，电子图书的数字化步伐也在加快，

图书出版的生态系统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统计，电

子图书销售额占整个学术与专业图书市场份额的1/3，
近年的增速远超整个STM出版市场[2]。2017年学术印

本图书销售额下降5.1%，2018年下降5.4%；2017年电

子图书销售额增长5.5%，2018年增长4.9%。科技类电

子图书在学术电子图书中所占市场份额最大，占31%；

医学类其次，占21%。超过34%的科技类图书以电子图

书方式交易，24%医学类图书以电子图书的形式进行

销售。据统计，Elsevier是学术类电子图书销量最大的

出版商，其医学领域电子图书销量排名第一，Springer 
Nature拥有的电子图书数量最多，目前拥有24万种电子

图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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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年全球STM领域出版市场销售份额分布

1.4  其他

（1）科学数据类资源。随着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

的到来，科学数据成为学术成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科学数据是若干个研究项目产生的数据集。学术界一

般将数据出版归类为三种模式：第一种为独立的数据

出版模式，此种模式将数据作为独立的对象提交到开

放存取数据知识库，如Figshare、Dryad、Zenodo；第
二种模式将科学数据作为论文关联和辅助资料进行出

表1  五大主流的STM出版商期刊数字出版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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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如PLoS One[7]、Biodiversity Data Journal（BDJ）；
第三种为数据论文出版模式[8]，如Nature旗下的数据

期刊Scientific Data、Journal of OpenArchaeology Data
（JOAD），以及Wiley与英国皇家气象学会（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合作推出的Geoscience Data 
Journal，主要发表篇幅简短的地球科学数据论文，还有

一些已被数据中心通过并且有DOI的数据集。数据出版

通过将科学数据进行发布、存储、共享，并将其与出版物

进行关联，以促进数据挖掘、下载、分析、引用和增值[9]。

（2）社交媒体类学术信息资源。由于社交媒体具

有及时性强、互动性强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广大科研

人员的欢迎，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交流和

传播的方式。目前已经有很多社交媒体平台可供科研

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资源类型多样，数量巨

大，几乎涵盖了科研工作全流程所需的各类资源，如学

术问答、数据资源、病例资料、基金信息、学术新闻、

学术会议等。在众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中，ResearchGate
影响力较大，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 700万名科研人员

在使用该平台，拥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超过1亿篇。2018
年4月，Springer Nature、CUP、Thieme 3家出版商和

ResearchGate平台签署协议，合作引导学术期刊论文

分享，共同促进该学术合作平台在分享文章时能保护

作者和出版机构的权利。此外，还有科学网、小木虫、

丁香园等学术型社交媒体平台也拥有大量的学术信息

资源。

（3）预印本资源。预印本资源主要指科研人员尚

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如科研论文、元

数据、研究报告等。预印本平台构建了科学家自治的新

型学术交流系统，冲击了传统以出版商为主导的学术

交流系统，促进了科学知识及时传播、开放共享，使得

正式学术交流与非正式学术交流的边界日益模糊。国

际科技医学出版社联盟2018年度报告指出，预印本平

台是学术交流结构的最大变革[10]。2016年以来，预印

本平台大量涌现。据统计，目前全球预印本平台数量已

经超过50个，如ChemRxiv、BioXiv、PeerJPrePrints
等。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开始与预印本平台合作，如

2016年Elsevier收购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并相继推出生物学预印本平台

BioRN和化学预印本平台ChemRN。2019年中国化学

学会和日本化学学会加入面向全球化学领域的预印本

系统ChemRxiv。PLoS和冷泉港实验室宣布合作将论

文原稿发布到bioRxiv和medRxiv预印服务平台上。

2  STM出版趋势

2.1  全媒体与增强出版相结合

随着移动设备、社交网站、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出

现，同一种出版物往往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同步传

播出版，使得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

文章内容，这就是全媒体出版 [11]。在期刊领域，大部

分期刊都可以同时获取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此外，

出版商通过开发移动终端应用程序（App）、内容共享

工具的方式实现了期刊文章的移动出版和免费分享来

推动全媒体出版。移动出版拓展了期刊传播的渠道，

包括Elsevier、Wiley、Springer Nature、Science、Cell
在内的STM主流出版商纷纷开发并推出移动终端应

用程序。移动出版在医学领域的发展趋势尤其明显。

由于临床医生在诊治病人时，都希望方便、及时、快速

地获取诊疗信息，因此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对移动出

版的需求更大，医学领域出版商更重视移动出版，并

认为它是未来占有市场的关键要素。Epocrates公司

以移动医疗著称，在收购Modality公司后，Epocrates
先后为McGraw-Hill、Wiley、WoltersKluwer等传统

出版媒体开发软件，方便医疗学术信息的移动出版与

呈现[4]。此外，部分出版商已经开发相关工具，帮助科

研人员更好地分享文章。如Springer Nature利用易分

享（SharedIt）工具推动文章的免费分享，让科研人员

方便、快捷、合法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论文。CU P推
出内容共享工具——剑桥核心共享（Cambridge Core 
Share），允许用户生成一篇文章只读版本的链接并进

行在线共享，在ResearchGate和Academia.edu等学术

社交媒体网站上分享链接，使任何人都可免费阅读文

章的最终版本[3]。

与此同时，为提高用户体验和传播效率，出版商开

始探索增强出版的模式。增强出版将出版内容从文章

拓展到了科研数据、元数据集、模型、图表、算法及社

交媒体等不同类型数据，极大地丰富了出版内容。此

外，出版商还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以更加动态立体的形

式展现期刊文章的内容信息，给用户带来视觉、听觉

方面的盛宴。在ProQuest搜索平台、ProQuest One™
学术版及Alexander Street视频界面上，推出虚拟现实

（VR）和360度观看功能。这是第一个提供VR和360度
视频的学术流媒体视频平台，学生和教师能通过这种

新的方式理解和体验课程。

STM出版发展态势及其对资源建设的启示王鸑飞，汪庆，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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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智能出版和语义出版

《全球智库报告2019》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

开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世界的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12]，在STM出版领

域也是如此。纵观近几年STM出版市场，可以发现出

版商更加依赖新兴的信息技术，并利用先进的技术提

升用户体验，实现资源的无缝集成，增强产品与服务的

智能化和易用性。近几年，STM出版商通过并购、合作

等方式迅速提升其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图像识别、

语义标记、搜索引擎优化等方面的技术实力，并将这

些技术应用在诸多流程中，包括投稿、寻找同行评议专

家、编辑和出版、信息的提取以及推荐阅读文章等。信

息技术的应用帮助用户获得更好的体验，并进一步提

高其工作效率。如Elsevier通过收购Parity Computing 
Inc.获取其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语义技术方面的

经验，为Scopus的分析和决策支持功能奠定基础；科

睿唯安与UNSILO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论文提交和

评审系统ScholarOne上试点人工智能技术，改进同行

评审过程、提高评审效率；Springer Nature的姊妹公

司Digital Science通过聚合传统文献、科研项目和经

费信息、临床试验信息、专利信息等，以文章级别的分

类和深入的文本挖掘技术，构建全新的开放关联平台

Dimensions。
随着语义网技术的出现，包括PLoS One、ACS、

NEJM、Nature、IOPP、RSC、Elsevier等出版商纷纷利

用语义网技术推动STM出版的语义化发展，开发并推

出语义出版功能模块，试图实现知识的深度挖掘和关

联分析[13]。Outsell公司STM报告指出“语义技术已成为

STM期刊的主要技术这一发展趋势，至少在大型出版商

或出版平台中已成为主流”[14]。出版巨头Elsevier通过

Article of the Future项目探索语义出版的模式，重新定

义SciVerse ScienceDirect的文章以及相关文章页面，为

用户提供最佳在线浏览及阅读体验，允许作者分享在

线文章、数据、代码、多媒体等内容；与此同时，Elsevier
在ClinicalKey数据中建立了爱思唯尔合并医学分类法

（Elsevier Merged Medical Taxonomy），实现对海量的

医学信息资源的深度标引[15-16]。

2.3  新型分析工具与软件业务的发展

对于出版商而言，与用户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至

关重要。文献管理软件和分析工具的收入虽然仅占销

售额的很小一部分，但它们可以帮助出版商更好地了解

用户并将其延伸至其他产品和服务，进而带来更大价值

和新的销售增长点。鉴于此，各大学术出版机构趋向于

对这类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增加投入加强研发。科睿

唯安的EndNote，Elsevier的Mendeley，霍尔茨布林克

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与Digital Science的上游母

公司）的ReadCube等文献管理软件提供参考文献生成

服务，并帮助用户与其他科研人员进行在线协作，允许

用户从其他研究软件中导入论文，并提供基于阅读内容

查找相关论文、支持移动阅读等功能。以Elsevier旗下

Plum Analytics为代表的替代计量分析工具和平台，提

供了学术圈、平面媒体及社交媒体的替代性评价指标，

让用户能实时跟踪学术成果在社交网络中的关注情

况，增强科研论文评价的时效性，能够更加全面、客观

地反映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2.4  电子图书商业模式的创新

受期刊数字化的影响，电子图书的商业模式也朝

着电子期刊的方向发展。目前，电子图书也可以按章节

甚至是段落来访问，除一次性买断的销售模式外，还增

加了年度访问、短期借阅、按次付费访问、按章节付费

访问、读者需求驱动的单本采选以及移动设备（手机或

平板电脑）上单独销售等模式。此外，顺应读者需求的

变化，各出版商不断创新，推出定制出版、按需印刷等

商业模式，如OUP在北美推出根据课程需求定制出版

物的服务，CUP推出了将长度在50~120页的单篇论文作

品以数字形式出版，并进行按需印刷的服务，进而把数

字出版的速度、灵活性和通用性与最高的学术标准结

合起来，同时也结合了图书和期刊的最佳特点。

2.5  应急出版和服务机制的完善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出版商围

绕新型冠状病毒进行了科技文献的专题组织、整合、分

析及深度挖掘。如Elsevier创建免费信息中心，汇集新

型冠状病毒的最新临床研究；Springer精选旗下期刊内

容进行免费开放获取，提供免费电子图书集合以支持教

学；Wiley整合旗下资源，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文

本和数据挖掘以聚合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研究文章、预

印本文章和新闻类资源；科睿唯安开设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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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资源专栏，集成科睿唯安的Cortellis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平台中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资源；AC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提供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研究的合集、ChemRxiv预印本平台中提供有关新型

冠状病毒的研究。

3  对资源建设的启示

3.1  建设开放融合的多元化资源体系

新的出版环境下，虽然传统的期刊、图书仍然占据

STM领域的主要市场份额，但在线工具和解决方案已

成为近年来STM出版市场中销售额增长最快的类型，

主流出版商通过调整发展策略、并购、协作、利用新技

术等多种方式改进并创新数字产品和增值服务，STM
领域的信息资源生产、传播、交流与服务的流程正在发

生变革，一个开放协同的科研创新流程和环境正在形

成，文献信息资源的类型更加丰富，商业资源、网络资

源、开放资源、科学数据、社交媒体类学术信息资源、预

印本资源等多种资源并存[17]。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

会（ACRL）在《2018年高校图书馆发展大趋势》中指

出：随着数据科学的发展和计量研究需求的增长，国外

图书馆非常重视数据资源的采购，资源类型已从文本和

数字数据扩展到多媒体数据、社交媒体数据、超文本及

超媒体数据[18]。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图书馆均以本馆采购

的资源为主，采购的资源也多以传统的期刊、图书、数

据库为主，尚未将开放资源、科学数据、流媒体等新型

资源纳入资源采集的范畴。此种情形下，图书馆非常有

必要确立“大馆藏”思维，进一步拓展馆藏资源类型，

将纸质资源、开放资源、科学数据、预印本等资源根据

用户需求融合在一起，形成集采购资源、开放资源、自

建资源、共建共享资源为一体的多元化资源体系，以便

面向用户工作的全流程开展资源服务工作[19]。

3.2  制定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协调发展的
采购策略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在STM出版领域，数字时

代已经全面到来，数字资源已成为学术交流中最重要

的资源。因此，图书馆有必要针对本馆的馆藏特点、发

展定位、用户需求，制定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协调发展

的采购策略。就国内的图书馆而言，人文社科类高校图

书馆或综合学科类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国家级图书

馆，其纸质资源仍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而对于理工科为

主的高校图书馆而言，其数字资源所占的比重相对较

大。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目前数字资源经费占比为

80%。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推行“三一原

则”联合用户、学科馆员、采购专家共同参与图书馆资

源建设，从而为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的协调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20-21]。面对复杂多样的资源类型，图书馆

在制定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协调采购策略时，不应盲

目地追求数字化，应该在结合本馆定位的基础上坚持

需求导向原则、协调互补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建设和

补充原有的馆藏体系[22-23]，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优先

保障用户频繁使用、面向科研创新不可或缺的核心资

源，形成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资

源体系[24]。

3.3  利用新技术推动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和
知识组织

随着新技术的兴起，人工智能、语义网技术、元数

据技术、搜索引擎技术、信息挖掘、推送技术等重要性

进一步凸显。新技术可以帮助图书馆提高数字化工作

的效率，促进馆藏资源的知识组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实现对纸质馆藏资源的快速自动扫描，还能在比人工

操作更小心地整理书籍的同时提供极佳的图像质量，

从而克服传统数字化过程中人工操作速度慢、效率低

的缺点。数字扫描解决方案领先的创新企业与供应商 
Kirtas推出的扫描机器人Kabis可以实现对纸质图书每

小时约3 300页的全自动扫描，达到工业级的数字化生

产速度。该机器人拥有完美模拟人类手臂的真空吸附

翻页技术，能够实现比人手翻页更加轻柔的操作，最大

程度地减少因人手的触碰对珍贵特藏资源的损毁。耶

鲁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机

构均利用Kabis开展了馆藏资源的大型数字化项目，因

而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化的工作效率[25]。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传统的以文献单元

为基础的信息组织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知识需

求。图书馆传统的MARC数据、DC数据大都是对文献

信息资源外在特征的描述，无法揭示文献信息资源内容

层面的特征和关系。而知识组织可以实现文献信息资

源的深度描述与揭示，实现细粒度的信息单元的组织，

帮助用户快速地检索到所需的知识或信息。据了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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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很多高校图书馆正在研究关联数据技术，通过在图

书馆编目数据中加入URL统一资源标识符，从而让用

户通过一个数据查询到与其相关的所有书目信息。国内

在运用语义技术实现知识组织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如知识元表示、知识元抽取、知识元标引等。因

此，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可以借助关联数据、本体等

新技术实现馆藏资源的知识组织，促进资源的发现和

利用[26]。

3.4  增强应对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的资源
应急服务能力

2019年底，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的爆发，

STM出版商迅速采取了相关应对策略和措施，围绕新

型冠状病毒从资源的组织、整合、推荐开展了深度挖掘

和服务工作。不可否认，在今后的几年内，新型冠状病

毒的爆发将对国家经济、行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巨

大影响，也将进一步影响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服务工

作。因此，图书馆需要据此及时调整资源建设重点，以

加强应对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的资源应急服务能力。

如疫情期间，用户可能对馆藏资源远程访问需求更加

强烈，对数字资源的使用更加频繁。为此，许多高校图

书馆按照“开学不返校、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

原则继续强化资源的线上服务，为教师的科研、教学工

作提供有力的数字文献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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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TM Publish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ollection Development

WANG YueFei1  WANG Qing2  MA X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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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ublishing of current STM journals, books, online content, scientific data, social media resources, preprint 
resources. The article found that STM publis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was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combining all-media 
publishing and enhanced publish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 the intelligence and semantics of STM publishing, 
the business model of e-books were gradually converging and innovative with e-journals. Publishe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ocument management software and alternative metrology tools. It also found that publishers responded quickly to emergencies and hot events, and 
provided targeted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ervice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building an open 
and integrated diversified resource system, formulating procur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aper resources and digital resources, 
and using new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the digitaliza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enhance resource emergency service 
capabilities for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and hot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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