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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中、外科技期刊出版及其数据库建设的模式的对比，剖析在中国科技学术期刊出版中其数据库建设存在的问
题，提出关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合理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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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是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３０年前，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的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３０年来，中

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现代科技得到迅速的

发展［１］，中国科技学术期刊事业在这３０年中也有了长足的

发展。作为中国科技成就发布的载体之一，科技期刊的数目

从１９７８年的 约２８００份［２］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７１３份［３］，中国

学术文献出版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收录１９７８年科技论

文６１８８５条，而２００８年收录科技论文２２５９０２７条，是１９７８

年的３６．５倍。自１９８９年由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创建以

软盘形式发行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至今，我国的文摘

数据库已有十余家，二次科技文献也已达到十余家［４］。我国

的科技学术期刊出版和科技学术论文数据库经历了一个腾

飞的过程，成绩喜人。但是，欣喜之余，我们也看到存在的一

些与世界发达国家科技期刊出版界的差别和问题。或许，经

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该做一下问题的梳理的时候了。在本

文中，笔者尝试在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和数据库收录方面与国

际先进国家的模式做一些比较和反思，旨在与同行们交流，

探讨今后我国科技学术期刊出版与数据库发展思路。

１　中外科技学术期刊出版及其数据库的
模式对比

　　到目前为止，西方先进国家的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一般

有下述三种主要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编辑部与出版社合作的模式，首先由主办

单位的期刊编辑部负责收稿、稿件审理和修改、决定稿件录

用与否等工作。一旦稿件定稿，则以后的排版、版权认定、校

对、出版、（网络）单行本寄送、纸本期刊发行、数据库收录发

行等工作全部由出版社负责，包括与作者的联系和互动。一

般来说，一个出版社与很多期刊社或编辑部签订合作协议，

其中网络投稿软件的开发通常由出版社统一负责开发，交给

期刊社或编辑部使用，因此通常可以看到，由同一家出版社

出版的不同期刊有着类似的投稿系统和主页，它们都在出版

社的主页下有链接。

第二种模式是学术团体式的出版形式，有些大的学术团

体或研究所，同时主办好几份期刊，学术团体同时兼备出版

社的资格和功能，专门出版相应的科技期刊，这些期刊通常

由学术团体负责审稿和出版的全过程，例如，美国电气电子

工程师协会（ＩＥＥＥ）、美国化学会（ＡＣＳ）、美国数学会

（ＡＭＳ）、英国皇家学会（ＲＳ）和英国皇家化学会（ＲＳＣ）等都

有自己的科技期刊及数据库。

第三种是期刊社把所有的流程都包揽了，这种模式通常

是一些电子版期刊，他们实行网络化出版和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ＯＡ）的模式，让读者免费下载浏览。

与上述三种模式相对应的数据库通常是：第一种模式

的全文数据库就在出版社，这个数据库是出版社的商业盈利

资源，如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数据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

第二种模式的全文数据库在学术团体如学会，虽然学会是非

营利机构，但是数据库也是盈利资源；第三种模式的全文数

据库就在期刊社，通常主要以交流被引用为目的，不以营利

为目的。目前，也有一些版社旗下的部分期刊实行 ＯＡ模

式，例如，Ｈａｎｄａｗｉ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旗下就有不少实行

ＯＡ的期刊。

至于二次文摘数据库，通常与学会、信息研究所（公司）、

科技情报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相联系在一起，如美国数学学会

（ＡＭＳ）的ＭＲ、美国化学文摘服务社（ＣＡＳ）的ＣＡ、美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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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司（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的 ＥＩ、美国科学研究

所（ＩＳＩ）的ＳＣＩ和ＩＳＴＰ、德国数学文摘社的 ＺＢＬＭＡＴＨ、英国

机电工程师学会（ＩＥＥ）的 ＩＮＳＰＥＣ、俄罗斯全俄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ＶＩＮＩＴＩ）的《文摘杂志》ＡＪ。这类数据库主要提供

一次文献的摘要、评论、索引信息、检索，旨在为科学研究者

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专业、实用的数据、知识等信息服务，支

持最新的研究。

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发展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的，数据库产品的传播由纸本、磁带、软盘、光盘等发展到今

天的网络数字化传播，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出版和数据

库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模式，严格遵循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除了ＯＡ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二次文献数据库基本是商业操

作的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基本上停留在编

辑部负责审稿出版的全过程（各自为政）的阶段，当然有些编

辑部把排版印刷工作交给一些专业的排版公司和印刷厂，发

行方面一般是邮局发行、代办发行、自办发行３种形式。目

前，已经有一些英文版的中国科技学术期刊与国外的出版社

合作，走上述的第一种模式的路子，但是这只占很小的比例，

因为中文期刊毕竟占绝对多数。

我国的科技期刊数据库始于１９８９年由重庆维普资讯有

限公司（其前身为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数据库研究中

心）创建的以软盘形式发行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后

发展成为网路版的中文期刊数据库（简称维普）［５］。维普与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化期刊合称为３大中文电子期

刊数据库。其中中国知网是中国知识基础工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Ｋ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

１９９５年立项的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发展而

来，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网上期刊信息资源之一。万方数据化

期刊是科技部“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科技期刊网络服

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主办，１９９０

年建成并出版了涵盖１．６万家企业的中国第一家商业化商

情类数据库。３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主体都是针对科

技期刊的全文收录，其操作模式基本上是由期刊编辑部提供

期刊的纸本或电子资源，再制作成数据库的资源。与国外文

献数据库载体的发展模式相同，我国的文献数据库同样经历

了从磁带—光盘—网络的发展过程，且目前网络型数据库

已成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主要形式。

与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发展不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

我国的全文数据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与其所收录的科技期刊之间

不存在从属关系，这是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巨大差别。

上面提到的国外科技期刊第一种和第二种出版模式，它们与

科技期刊数据库有明显的从属关系和统一的操作模式。但

我国的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服务商是由各情报所、研究院所和

高等院校衍生出的公司，数据库的内容是由各科技期刊社

（编辑部）所出版的科技期刊，两者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公司

要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的。而数据库的建设要借助于各家

独立于这些公司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其协调过程的困难

性可想而知。

其次，我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具有很大的重

复率。无序竞争、政企不分、以权代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

要原因。另一方面，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不强，没有形成尊

重知识的社会氛围，是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中文科技

数据库建设初期，由于各数据库的建设单位多为情报所、研

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等国家事业单位，缺乏市场经济的体制规

范和竞争意识，各个数据库并没有在信息资源建设上争取各

家科技期刊社（编辑部）的独家授权。而各科技期刊社（编

辑部）对被哪家数据库的收录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

题并不太在意，任由各大数据库对期刊文章进行收录、整理

和分类，甚至以进入数据库的多寡作为期刊的评价指标，似

乎进入越多数据库就越“高档”和光荣。在这样的背景下，形

成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所自身特有的一个不同于外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的怪现象，这就是数据库所收录期刊的高重复

率，尤其以三大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最为明显（见表１，数据

来源于文献［６］）。

表１　２００５年３大中文科技期刊重复收录情况表（量级：种数）

数据库种类 重复量

ＣＮＫＩＶＳ维普 ５８１８
ＣＮＫＩＶＳ万方数字化期刊 ２８６３
维普 ＶＳ万方数字化期刊 ２７２２
ＣＮＫＩＶＳ维普 ＶＳ万方数字化期刊 ２４６３

表１表明三大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虽然所收录期刊不

完全相同但存在相当高的重复率。这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

大量浪费；一方面也为使用者带来巨大的不便。由于各数据

库均为收费数据库，各图书馆在购买时往往需要购买２到３

种，而其中一大部分都是相互重复的。针对这种情况，一些

文章试图从各个数据库的异同进行比较来对图书馆的购买

进行指导［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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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文科技学术期刊数据库发展现状和
挑战

　　由于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必然走向商业化之性质，数据

库商之间的竞争其实从各自成立的那天起就已经存在。只

是数据库建设之初，由上所述各种原因，表现得不甚明显。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数据库产品在市场中所展现的巨大

盈利能力和产品开发的逐渐完善，各数据库商之间的竞争日

益激烈。尤其在数据库内容的争夺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２０００年某数据库公司被多家期刊杂志社因著作权问题起诉，

这当然是由各期刊社日益增加的版权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结

果，但更深层次的是数据库商之间的竞争结果。

这一时期，各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服务商为了扩大规

模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开始了针对科技期刊的“争夺

战”。这个阶段的特点主要有几方面：

首先，以内容争夺为主，通过内容争夺实现经济效益最

大化。由于数据库技术的普遍性和成熟性，数据库服务商所

提供的服务业趋同化，即通过对所收录的各种科技期刊整理

成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来提供文献检索和阅读的服务。

因此，数据库的内容建设变得重要起来，从而形成了数据库

服务商对信息资源———科技期刊的全文信息这一资源的争

夺，而且各数据库商更加倾向于对科技期刊的独家收录。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多家科技期刊社（编辑部）收到了某数据库

商关于独家收录的协议（征求意见版），竞争的激烈性由此可

见一斑。目前，部分期刊社已实行独家授权的方式，这无疑

会调整现有产业链中的关系，且迫使数据库商和刊社加强合

作，从期刊内容的单纯数字化和网络发布向深层次的网络出

版和信息服务拓展［８］。科技期刊全文信息资源独家授权的

争夺将是这段时期最显著的特征。

其次，过程中更重视著作权问题的处理。各个数据库在

建设之初，我国关于数据库的版权问题尚无相应的法律法

规，使得数据库商在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缺乏法律观念，忽

视甚至侵害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为日后科技期刊数据库的

发展带来了诸多隐患。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各家科

技期刊著作权意识不断增强，且对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复收录

的利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各数据库服务商也更加重视

其所收录期刊文章的著作权问题。因此，在竞争过程不论是

数据库商还是各种科技期刊都更加重视法律法规，通过运用

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权益。

再次，数据库商以合作协商的姿态与各科技期刊社（编

辑部）进行沟通。在尊重科技期刊社（编辑部）的意愿上，本

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精神争取各科技期刊的全文收录。

例如，中国知网将全年的财务收支情况公开发给各科技期刊

社（编辑部），并通过提供各种有益信息，提供各种服务（如

召开编辑培训会议）等方式来与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维

护相互之间的关系，使各社（编辑部）对其增深了解、增进感

情，赢取各社（编辑部）的信任和支持。

这一时期，各数据库商把主要精力放在数据库的内容建

设上，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更多科技期刊的收录直至独家收

录。由于科技期刊社（编辑部）与数据库商的非从属关系，这

个过程将是漫长、曲折的。实际上，早期一些英文版的科技

学术期刊曾经被国内的这几家全文数据库所收录，随着它们

投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或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社麾下，它们所属的论文已经

全部撤出中文数据库。那么，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要做到像

国外一样，全部科技期刊独家收录，中国的全文数据库将经

历一场痛苦的重组。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是来自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挑战。虽然随着我

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科研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各科技

期刊的稿件资源比较充沛。但由于国外科技期刊影响力大，

大部分国内科研人员的优秀稿件都被国外期刊吸引过去，这

一现实直接影响了国内科技期刊的质量，进而间接影响了中

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质量。

其次，一些先进的出版理念也给科技期刊数据库甚至整

个出版行业带来挑战。如 ＯＡ出版。ＯＡ出版理念是一种新

的出版理念，并在实践中被积极探索。ＯＡ是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的

缩写，国内翻译为开放存取或开放获取。其倡导为促进学术

交流而进行文献的免费获取。ＯＡ文献的出版是通过一些官

方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建立的开放存取网站或其他形式的出

版物，出版成本一般由作者、政府及出版机构等提供。目前，

已形成一些有较大规模的网络ＯＡ出版项目，如美国学术出版

与资源联盟项目（ＳＰＡＲＣ）、科学公共图书馆项目（ＰＬｏＳ）等。

国内也有一部分高校学报实行免费全文下载，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所建立的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也已颇具规模。这种新的

出版模式无疑将挑战现有的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利益链条。

３　关于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发展的
思考

　　数据库资源的争夺自始至终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在进行

着，但国外的竞争多是在稿件（上游）资源的争夺上，而国内

则是在期刊（下游）资源收录的争夺上。因此，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的各服务商必须在合理处理与各科技期刊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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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关系上多下功夫。尤其重要的是，各数据库服务商和

各科技期刊社（编辑部）要有明确定位。

首先，数据库服务商定位。

针对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特点，数据库服务商要合理

定位，结合自身优势，发掘数据库自身特色。一定要认识到

数据库向精专细化发展的大趋势，例如做好某些学科期刊的

数据库，专门收录某一学科的期刊。另外，要密切联系各中

文科技期刊社（编辑部），争取收录更多的优秀刊物；同时，要

把握市场规律，积极探索合理的市场化道路。积极开拓国内

外市场，扩大数据库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这不仅能为数

据库商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也为中文科技期刊扩大影响力

作出贡献，这将是中文科技期刊社（编辑部）在是否接受被该

数据库独家收录时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必须明确

把独家收录作为数据库收录的原则，不能一味迁就期刊社，

必要时必须摈弃违反原则的期刊入库。实际上，各全文数据

库必须明确意识到，放弃部分期刊，是势在必行的事情，除非

有哪家数据库全面倒闭，不然你总得有所舍弃，让所有的数

据库都能生存下去。

其次，中文科技期刊自身定位。

中文科技期刊的自身定位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发展

的另一个关键环节。各期刊必须充分了解全文数据库收录

的原则和版权的重要性，要形成关于数据库独家收录的统一

认识。要结合本刊的办刊宗旨，从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的

角度进行思考。不要盲目服从于被动的收录，应在认识到数

据库收录重要性的基础上与各个数据库进行积极沟通，从而

解决刊物是否要被收录、需要被具有何种特色的数据库收

录以及收录方式等问题。

再次，政府在加强针对数据库发展的法制建设，规范数

据库的发展，为数据库发展提供系列、持续的指导意见也是

必不可少的。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探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我

国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形成科学良性的发展和有序合理

的竞争，避免资源的浪费。其中引入市场机制和制定相应法

律法规是重要的手段。可喜的是，数据库发展这种无序竞

争、政企不分、以权代法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已引起国家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强调

“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引导各数据库

商遵纪守法，有序竞争，自由重组。实际上，据我们上面的分

析，数据库的调整、合并、重组，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提到的是；中国科技论文的各大数据库已经意识到

上述的问题，一些措施正在逐步酝酿或实施中，例如合并调

整，收录期刊精专细化等等。

由于中文科技期刊的主要读者是中文读者，国际稿件和

国际读者的匮乏决定了国际化之路的狭窄，因此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库的订户主要是国内的图书馆和科研单位。目前看

来，我国的科技期刊还不太可能像国外一样，由出版社出版，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还会维持较长的时间。这里笔者认为

有两个原因：一是期刊出版经费的各自为政所决定；二是国

内原有的以出版书籍为主的科技类出版社目前是不太可能

开展这种业务的，因为我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发展至今已

经颇具规模，不可能再由出版社另起炉灶，加入原本已经激

烈竞争的行列。那么除非由目前的全文数据库承担起出版

社的责任，不然很难改变原来的格局和态势。笔者这里建

议，全文数据库商承担起出版社全部或部分责任，也就是说，

把数据库利润用来发展这一块业务，做到多功能化，或许这

是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做到独家收录的发展之路。这也

或许可以解决部分期刊（例如高校学报）对主办高校的依赖性

和综合性问题，顺利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型的一个途径。

我们认为，过去的２０年，我国科技走向世界，科技期刊

全文数据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

绩；展望未来，各个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必将借助国家进入

世界科技强国之机和网络技术之优势，在调整创新中发展壮

大。我们相信，当我们庆祝改革开放５０周年的时候，我们应

该可以看到我国的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已经成为各具特色、

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科技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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