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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科学技术期刊的特点、全球化趋势和编辑出版的全过程，论述科学技术期刊主编具有国际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关于中国科技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问题，也做了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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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期刊网》中用“主编素质”或“主编意识”作为关
键词检索，笔者浏览了几十篇相关文章，得到这样的印象：期

刊主编的素质应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专业学术素质、编辑出版

素质、经营管理素质等；而主编意识则可归纳为：政治意识、

精品意识、效益意识、整体意识、人才意识、开拓意识、通联意

识等等［１～７］。至于参考文献中所论述到的其他各种素质和意

识，似大体均可归入上面的某一类。上述这些素质和意识，作

为通用的对主编的要求，笔者认为是不为过的。事实上，不同

性质的期刊，主编所必须具有的素质和意识要求上应该有不

同的侧重点。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任主编已经９年，
从９年主持学报工作、作为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以及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对包括高校自然科学学

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主编必须具有国际意识有着深刻的体会。

因此，有感而发，抛砖引玉，期望同行关注，共同探讨。

１　科技学术期刊的特点决定主编国际意识
的重要性

　　随着网络世界的到来，科技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
态势风起云涌。２００８年夏天，笔者到位于美国硅谷的Ｇｏｏｇｌｅ
总部参观，见到一个巨大的液晶屏幕，上面正用各国文字不

停地滚动着当前时刻世界各地所有互联网用户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
搜索引擎所使用的关键词和用户所在地。另外一个巨大的

液晶地球仪，正闪烁着五大洲各国当前时刻正在使用互联网

的用户数。看到这一切，在那一瞬间，突然觉得身在“地球

村”，而文字、语言、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制度、风情习俗，一切

都在这滚动和闪烁中变得似乎不重要了。

俗话说，“科技无国界”，这句话，或许已经为科技学术期

刊的特点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科技学术期刊不同于时政

杂志或文学杂志，也不同于通俗娱乐杂志，甚至与一般科普

期刊也不同。时政杂志与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文

学杂志与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教育、通俗娱乐杂志与不同的

民俗时尚，通常是不可分离的；而一般科普期刊的“学术含

金量”也与科技学术期刊不可比肩。因此，可以说在这个世

界上，唯一具有全世界“通行证”的应该就是“科学技术”。

科技学术期刊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精神产品，作为人类

优秀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担负着传播科技信息技术、承载

和创新人类科研成果、丰富人类知识宝库、发展社会生产力、

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多项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伟大任务。

那么，什么是“国际意识”呢？“简言之，国际意识就是

是否能够自觉地、迅速地、深入地了解国际社会”［８］，也就是

有“全球化视野”，它具有一种全球化的内涵。对于科技学术

期刊而言，主编的国际意识，指的是主编对所主办期刊的科

学内容在世界上的研究状况的了解度、敏感度和定位的准确

度。主编是一个期刊的首席编辑、编辑部的带头人，是期刊

创新和发展的实践者。作为科技学术期刊的主编，“科技”和

“学术”这两个关键词的国际性决定了主编国际意识的重要

性。只有具有国际意识的主编，才能主导期刊的科技思想，

控制期刊的办刊方向和质量，传承学科前沿的知识。

２　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全过程决定主编
国际意识的必要性

　　除了书写论文的文种不同，一篇科技学术论文的内容、
其主要观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是不会改变的，都是从事

相关方面专业研究人士所关心理解和可以应用的。非英文书

写的论文配备英文摘要。用英文为媒介发表科研论文，目前在

科技界已经相当普遍，这已经构成了一个以英文为媒介的全

球化语境。下面的一组数据［９，１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见表１。
一篇科技学术论文从研究书写、投稿、审稿、修改、编辑、

校对、发表到被引用、数据库收录、质量反馈，整个过程就是

一个国际化的过程。目前，任何一篇科技学术论文，文后的

“参考文献”一般都有各国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有时非本国

文献甚至占了文献的绝大部分。网络投稿、国际化审稿系统

和专家、论文模板下载套用、版权协议书上传、网络 ＰＤＦ文
件校对、被接收论文网上公示、二次文献摘要与国际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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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传统纸本单行本的网络单行本等等，一切均在国际化和

网络化。著名的数据库不单收录本国期刊发表的科技论文，

也收录他国期刊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检索一篇科技论文发

表后被他人引用的次数和影响尺度的 ｈ因子也是世界范围
的；等等。可见，科技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全过程都离不开

“国际化”，一切都是国际化的模式。

表１　三大索引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与排名

年度
ＳＣＩ收录论文数

（篇）

ＳＣＩ收录论文数在
世界上的排名

ＥＩ收录论文数
（篇）

ＥＩ收录论文数在
世界上的排名

ＩＳＴＰ收录论文数
（篇）

ＩＳＴＰ收录论文数在
世界上的排名

１９９６ １４４５９
（国际联机检索）

１４ ９１４７
（光盘版）

６ ３９６３ １１

２００６ ７１１８４
（ＳＣＩ扩展版） ５ ６５０４１

（网络版核心部分）
２ ３５６５３ ２

　　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是根据实践引申出来的概念、指导
思想和行动计划。除了专业（这是编辑学者化必不可少的要

求）之外，主编的国际意识通常包括综合的学术修养，丰富的

人文、社会、地理、历史等常识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必须了

解国际期刊出版界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必须具备除了母语之

外的至少一门外语，对于科技学术期刊来说，最好是英语。而

主编的国际意识体现在整个编辑出版的全过程，这对控制期

刊的质量是相当重要的。大到对选题创新性、科学性的判断，

小到一个词的解释，上述的国际意识都不可或缺。以参考文

献为例，判别英文的人名姓氏、地名、出版社名字，对于一些作

者和编辑来说，是很困难的。把芬兰首都“Ｈｅｌｓｉｎｋｉ”当成出版
社名字，把“ＳｉｍｏｎＳｔｅｖｉｎ”当成杂志名，这些事情就可能发生在
你身边，至于把西方人的姓、名颠倒，更是不计其数。

对国内外数据库和二次文献的了解，也是主编国际意识

的一个体现。对任何一个学科专业，必须了解：本国和世界上

主要科技强国有哪些数据库和二次文摘，其收录原则是什么？

如何才能进入这些数据库，被二次文献所摘引和评论？如果

是综合性期刊特别是高校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所涉及的所

有学科的上述问题，主编都必须了解，并且必须根据他们的收录

原则付诸行动；提高办刊质量，提高所刊登论文的引用频次；努

力做好英文摘要；主动同数据库联系，争取被收录等等。

３　中国科技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思考

综上所述，应该把“具备国际意识”作为任何一种科技学

术期刊主编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条件。但是，笔者认

为，这里提到的“国际意识”是科技期刊的国际化的最基本的

要求，却还不能等同。一种科技期刊的国际化，除了上面提

到的数据库收录、国际稿件和国际审稿人，实际上应包括国

际化的经营、订阅、流通和国际读者，这涉及国家科技力量的

强弱、论文的学术质量。当然，中国正在壮大，有望在若干年

后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我国的科技论文也正在让世界瞩目。

然而，因为中国文字的限制，中文科技期刊还只能把读者限

制在能懂华文的华人圈子里，尽管这个人口的数目巨大，局

限性仍然是显然的；希望通过英文摘要来吸引国际读者的

愿望通常不能很到位，除非那是一篇非读不可的论文，一般

不会有人为了读它而翻译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期盼

中文版科技学术期刊有较多的国际稿件和国际审稿人。目

前，除了少数英文版期刊具有走出去的优势，并且已经有一

些英文版的科技期刊通过国际化的途径投稿、审稿、出版和

流通，例如通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等国际科技出版巨头出版
的一些科技期刊，其他中文科技期刊还停留在中国的区域

里。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维普科

技论文数据库等几家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开展国际订户同

样会有文字语言问题存在。整合中国的科技期刊出版与流

通，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有很多困难，包括体制上的问题，例

如几千份大学学报的出路问题。这些困难不是短期内可以

解决的，甚至有些长期都不能解决，例如文字问题。因此，本

文所提到的“国际意识”问题，更多地，是希望主编和编辑们

加强“国际意识”，了解国际上各类科技学术期刊的历史和现

状，加强学习国际常识和历史，更多地应用网络和国际数据

库，把科技期刊办得在质量上、内容上、形式上与国际接轨，

让华人科研工作者可以感受到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致谢　与林利藩编审的讨论使笔者得以完成这篇短文，
笔者对他的无私帮助和有益建议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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