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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数字出版（online fi rst）是指期刊把印刷出
版的内容提前经过选择、编辑及数字化处理，优先登

载在互联网上或通过数字出版平台发送到用户端，

可以供多人同时在线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

传播行为，其主要特点是出版速度快，缩短了论文的

出版周期，加快学术成果面世和被认可的速度。这

种出版模式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出版趋势：早

在1998年，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就已经采用优先数字
出版形式改变了传统出版模式 [1]；《Nature》创办了
“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Science》创办
了“Express”；Elsevier创办了“In Press”。

 2010年，“中国知网”实现了优先数字出版，
标志着我国学术期刊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又一个

新的历史性开端，也是高校科技期刊提高期刊学

术质量的一个有利时机。截至 2012年 6月，已有
1 002种期刊与中国知网签署了有关优先数字出版
的协议，其中高校科技期刊 398种（按学科分类），
高校理科学报 272种，师范院校学报 33种，广东省
高校科技期刊 15种 [2]。可见，各高校科技期刊对

优先数字出版的参与度不高，为此，我们设计了一

份调查问卷，以了解高校科技期刊的编辑对优先

数字出版的看法、期刊网站建设情况、稿件处理的

有关细节等，以探讨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策略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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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优先数字出版的情况，高校科技期刊的编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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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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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于 2012年 6月开始实施，主要采
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共发出调查问卷 95份，收回
问卷 89份，有效问卷 8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3.7%。

调查对象是广东省部分高校理科学报、广东

省部分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全国部分师范大学

（师范院校）理科学报的编辑工作者，共来自于 77
家期刊编辑部，其中部委属院校主办的科技期刊

21种，省属本科院校主办的科技期刊 52种，高职
高专院校主办的科技期刊 3种，市属高校主办的科
技期刊 1种；综合类期刊 31种，理工类期刊 8种，
农林类期刊 5种，医药卫生类期刊 15种，师范类期
刊 17种，体育类期刊 1种。

2 调查结果统计

调查问卷主要分为 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期刊
优先数字出版的有关问题，第二部分是期刊网站

建设情况（稿件管理系统应用情况），第三部分是

稿件处理的有关问题。

2.1 关于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调查

表1  期刊优先数字出版总况          种

已实现 计划实现 暂不实现

期刊数 16 26 35

由表 1可知，在本次调查的 77种高校科技期
刊中，仅有 20.8%的期刊实现了优先数字出版，
33.8%的期刊计划实现优先数字出版，45.5%的
期刊目前没有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计划。由此可

见，暂不实现优先数字出版占的比例比较高。究

其原因，由表 2可知，在暂不实现优先数字出版
的 35种期刊中，88.6%的期刊还没有将实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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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数字出版列入工作计划中，除此之外，“编辑

部人员不足”是未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最大原因

（77.1%），“编辑部的资金问题”其次（60%），“编
辑部的硬件问题”排第三（42.9%）。

表2  暂不实现优先数字出版原因调查结果   种

原因
编辑部人
员不足

编辑部的
资金问题

编辑部的
硬件问题

排版软件
的问题

单篇论文的
校对问题

尚未列入
工作计划

期刊数 27 21 15 4 3 31

有关优先数字出版具体方式的调查结果见表

3。可见，在已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 16种期刊中，
选择“单篇定稿出版”的期刊最多（50%），其次是
选择“整期定稿出版”的期刊（37.5%），选择“录用
稿出版”所占的比例最低（12.5%）。参与此次调查
的 89位编辑，倾向于“整期定稿出版”（44.9%）和
“单篇定稿出版”（37.1%），只有 13.5%的编辑选择
“录用稿出版”。而调查稿件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

阶段，已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期刊、所调查的编辑

都倾向于将校对完毕稿实现优先数字出版（分别

为 62.5%、64.0%），分别有 25%的期刊和 28.1%的
编辑选择将作者的修改定稿实现优先数字出版，

其中有 13位编辑选择“直接将作者最终的修改
稿（定稿）上传到网站，等纸质版出版后再更新该

稿”，12位编辑选择“先将作者最终的修改稿（定
稿）上传到网站，并不断更新校对流程稿”。

表3 优先数字出版方式                  
优先数字出版具体方式 稿件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阶段

录用稿
出版

单篇定
稿出版

整期定
稿出版

作者的修改
定稿

二校稿
四校
稿

校对完
毕稿

已实现优先数字
出版的期刊/种

2 8 6 4 1 1 10

编辑/人 12 33 40 25 0 0 57

在调查如何更好体现优先数字出版价值时，

选择“改变编辑的工作模式，以适应于优先数字出

版”的编辑数最多（54人），其次是 46位编辑选择
“扩大审稿专家库，尽可能缩短审稿时间”，39位编
辑选择“加强编辑部的建设”，38位编辑选择“加
强与排版部的沟通，提出适合于优先数字出版的

排版校对流程”。

2.2 关于期刊网站建设情况的调查
在所调查的期刊中，共有 38种期刊建立了期

刊独立网站 (而没有建立独立网站的 39种期刊中，
有 29种选择附加在主办单位的网页上，7种依靠
行业或学科信息网 )，由表 4可知，这些网站所实
现的功能中，作者服务功能是最完善的，其次是

“读者服务”、“文献（全文）下载服务”。而实现了

“网络预出版”功能的网站，实现预出版的方式为：

9个网站选择“全文”，1个网站选择“目次”。

 表4 期刊网站所实现功能情况     个

功
能

读
者
服
务

作
者
服
务

信
息
服
务

文献（全
文）下载
服务

文献（摘
要）下载
服务功能

文章
下载
统计

网上
互动
服务

网络
预出版

开通了
英文主页

开设
“学术
论坛”

网
站
数
27 35 24 26 23 19 18 10 6 1

从编辑办公自动化方面的调查情况发现，只

有 44种期刊（57.1%）编辑部实现了远程办公，41
种期刊（53.2%）有专人负责网络维护。

在调查负责将稿件上传至网站的人员情况

时，有 17种期刊是“负责该稿的责任编辑”，10种
期刊是“执行编辑”，12种期刊是“技术编辑”，22
种期刊是“办公室人员”。

2.3 关于编辑部处理稿件若干问题的调查
由表 5可知，在作者投稿、稿件送审、编辑与

作者沟通等方面，还有部分期刊采用最传统的方

式，实践显示，采用最传统方式的工作效率方面明

显低于采用网络的方式。

表5 编辑部处理稿件若干问题调查表    种
期刊
数

期刊
数

收稿方式

纸质稿件
邮寄

8
送审
方式

纸质稿件邮寄 16

电子邮件 47 电子邮件 38

采编系统 31 采编系统 26

与作者沟
通的途径

纸质信件
交流

5

校对稿
件的方
式

通过邮寄或其他方
式进行纸稿校对

22

电子邮件
交流

47
以PDF等电子文档
方式进行网上校对

20

电话交流 12
二者都有，第一种
方式较多

23

采编系统 26
二者都有，第二种
方式较多

10

对刊物的排版方式进行调查（表 6、表 7），发
现所调查的高校科技期刊多数由排版公司负责排

版（75.3%）；有 19种期刊（24.7%）在单篇稿件终
审通过后进行排版，其中有 13种期刊是由编辑排



数 / 字 / 无 / 限
DIGITAL TECH.

94 2013年 科技与出版 第 7 期

数 / 字 / 无 / 限
DIGITAL TECH.

调 查 分 析

版或设专人排版的。

表6  排版方式调查              种

编辑排版 专人排版 请排版公司负责排版

期刊数 8（1） 11（4） 58（11）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所调查的期刊中已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

期刊的相应数据。

在已实现优先数字出版选择“单篇定稿出版”

的期刊中，有 1种是由编辑排版、3种请专人排版、
4种由排版公司负责排版，只有 3种是单篇稿件终
审通过后立即进行排版。可见，大部分编辑部是

习惯于传统的编辑排版模式。

表7 稿件送排情况调查                          种
单篇稿件终审通过后立即送排

整期稿件定稿
后再送排

单篇稿件先完成一
校，整期定稿后再进
行二校及后续工作

单篇稿件完成校
对工作，整期定
稿后即可印刷

期刊数 11(7) 8(1) 47(8)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所调查的期刊中已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期

刊的相应数据。

国外许多期刊对拟刊用的论文都要求作者按

期刊格式进行修改，收到修改稿后，立即将该论文

实现数字出版。但从此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只有

42种期刊（54.5%）要求作者按固定的论文模板修
改已通过审查的稿件。

3 讨论与分析

据统计，截至 2007年，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
有 1 500多种 [3]，广东省高校科技期刊有 86种 [4]，

但目前国内、广东省内分别仅有 26.5%、17.4%左
右的高校科技期刊通过中国知网实现优先数字出

版，参与度低，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3.1 高校科技期刊对优先数字出版的运用意识不高
从调查结果发现，由于各种原因，即使是清

楚优先数字出版的优势，但大部分的期刊编辑部

还没能把优先数字出版看作是期刊发展的机遇、

扩大影响的平台。科技成果的传播速度不仅仅关

系科研工作者的个人权益，也关系到整个科研的

发展。目前，高校科技期刊多为双月刊、季刊，出

版周期甚至长达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新的

科研成果不能及时传播，可能导致其他科研工作

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实际上已经得到的科研

成果，将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影响了整个科

研的发展。以往的传播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

展，优先数字出版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模式，各高校

科技期刊编辑部应该尽快把实现优先数字出版列

入工作计划中。

事实上，要真正达到加快科研成果的传播速

度，期刊编辑部的办刊方式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就像一个流水线工厂一样，中间环节跟不上，将

大大影响整个工作流程的速度，而期刊编辑部恰

恰就是扮演这个中间环节的角色。正如汪新红所

说：数字出版物的创作、编辑出版、发行与服务，

需要有专业的分工，应当建构符合数字出版经营

需要的产业链，方可有效实现数字出版价值 [1]。

3.2 大部分高校科技期刊采用传统的稿件处理
模式

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优先数字出版，要改变

目前的工作流程，传统的工作模式必然影响对优

先数字出版模式的选择。

在此次调查中，44.9%的编辑选择“整期定
稿出版”的形式实现优先数字出版，仅有 13.5%
的编辑选择“录用稿出版”的形式；64%的编辑认
为稿件应“单篇（或整期）排好版校对完毕后再上

传到网站，尽量不更新”，而已实现优先数字出版

的期刊中也仅有 25%的期刊选择将作者的修改
定稿实现优先数字出版。从理论上说，如果稿件

编辑校对无误后再正式传播，这当然是最佳的选

择，但目前高校科技期刊大多数由排版公司负责

排版，整个校对周期会比较长，而且从调查得知，

仍有 22种期刊（28.6%）还是通过邮寄及其他方
式让作者进行纸质校对；所以，采用稿件编校无

误后再传播这种形式，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先

数字出版的作用。在优先数字出版模式的选择

上，为争取科技成果的第一时间发布，也更好体

现优先数字出版的价值，我们应该选择“录用稿

出版”的模式，也就是一篇论文经审查可刊用后

立刻进入编辑出版流程，并在第一时间内上传到

优先数字出版平台。而且，如果条件允许，稿件

终审通过后立刻进行排版，则可将编辑校对好的

稿件上传至网站上，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从



数 / 字 / 无 / 限
DIGITAL TECH.

95  2013年 科技与出版 第 7 期

数 / 字 / 无 / 限
DIGITAL TECH.

调 查 分 析

目前各编辑部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做法确实有难

度；因此，笔者建议可直接采用作者原稿的 PDF
格式（当然需要编辑完成全文的文字、格式等编

辑工作）上传至优先数字出版平台，当然，这就要

求作者和编辑要更严格把好稿件的质量关，稿件

校对最终稿完成后再替换原稿。如果在稿件上传

至网站之前作者能按固定的论文模板修改就更好

了，但从调查结果可见，编辑部对作者的相关要

求需进一步加强。

从对编辑远程办公的调查情况来看，这方面

需大力加强。编辑工作不再是以前的一支笔、一

张纸的工作，编辑可以在任何适宜的场所工作，而

不仅仅局限于办公室。实现远程办公，有利于编

辑及时处理稿件，及时与专家、作者和读者联系，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3.3 编辑部人员编制不足
此次同时调查了 77种期刊编辑部的总人数

和刊期，达到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

《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同刊期科技

期刊办刊人员数量要求（季刊和半年刊不少于 3
人，双月刊不少于 5人，月刊不少于 7人，并设一
定数量的专职编务人员）的只有 46种，而在实现
了优先数字出版的 16种期刊中也只有 8种期刊
编辑部是达到要求的。目前，各高校的人员编制

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想在短时间内增加编辑人员

不太现实；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实

现编辑办公现代化、提高编辑的综合素质和专业

修养等。

我们总说：编辑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人

都有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实现优先数字出版，无

形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对编辑的素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编辑工作的现代化，意味着编辑的工

作效率必须大幅度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

天，编辑必须紧跟科研发展的脚步，掌握所负责

领域的前沿情况。学报是体现学校科研水平的窗

口，编辑应针对本校的特色，注意基础知识和学校

科研成果应用的相关研究，多参加专业会议，与学

校相关专业研究人员联系并争取他们的支持，有

相对稳定的稿源，编辑也能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稿

件的编辑加工工作。

当然，要更好地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编辑部有

必要尽快引入计算机能力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

以便能及时解决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软、硬件

问题，为实现优先数字出版保驾护航，同时也有

利于加强期刊网站的建设。期刊网站也是期刊与

作者、读者联系的一个窗口，但从调查结果可见，

所调查的期刊中只有 49.4%有独立的期刊网站，
其中只有 68.4%的网站实现了“全文下载”功能，
26.3%的网站实现了“网络预出版”功能，15.8%的
网站开通了“英文主页”，47.4%的网站实现了“网
上互动服务”。可见，必须进一步加强期刊网站建

设，才能有利于加强与学者的沟通、提高期刊的影

响力。

3.4 编辑部资金问题
高校学报是高校的一个教学辅助机构，出版

经费来自于学校，都是比较有限的，学报也无法靠

市场来盈利，如果刊物要实现优先数字出版，必然

要有硬件的投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这都需

要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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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科技与出版》2013年第6期封底广告中，“中国编

辑协会组织编写”应为“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编写”，现予

以更正，并向中国编辑学会致以诚挚歉意。

特此声明。

                              《科技与出版》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