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赔偿实际损失 ,不能保障受害者得到全部的赔偿。

Trips 中几次提到“法定赔偿额”,这一规定是十分

必要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 ,计算侵权人的“非法

利润”或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是很困难的。在著

作权法中 ,将侵权者分为有过错者和无过错者。

如对于有过错赔偿 ,不仅要赔偿侵权本身造成的

损失 ,而且要赔付与诉讼有关的律师费、调查取证

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但如采用“法定赔偿额”是

比较合适的。可喜的是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已

作出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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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科学》与 86 种高校学报载文分析想到的 3

《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 　颜志森

摘　要　从《中国科学》载文分析及其与 86 种高

校学报载文分析的比较 ,联想到 : (1) 期刊载文分

析研究态势良好 ,但研究的面有待扩展 ,研究的深

度需要深化 ; (2) 不同的期刊之间 ,诸多方面千差

万别 ,准确定位与突出特色是办好期刊的关键 ;

(3) 高校学报需要“规范化”,也应该有“出版要

求”,但更应该注重论文的内在质量和科学价值。

关键词 　科技期刊 ; 高校学报 ; 载文分析 ; 比较

研究

我国现有公开发行的期刊约 9 100 种 ,其中

科技期刊约 5 300 种。我国目前科技期刊的数量

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从数量上来说 ,我国

已经是个科技期刊大国。

根据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近几年的

《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提供的数据 ,笔者估计 2008

年我国科技期刊的总载文量约为 85 万篇 ,到

2010 年就可能突破 100 万篇 ,如此大量载文的产

生 ,全社会的投入是巨大的。那么 ,这些载文的数

量、类型、作者、读者的分布是否合理 ?结构是否

3 教育部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 05JA86008) 。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2008A060203005) 。

平衡 ? 总体和个体的质量 (包括内容质量和出版

质量) 如何 ? 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样 ?

无疑值得认真研究[1 ] 。

笔者最近对 92 期《中国科学》的载文作了分

析(《2000 年以来 92 期〈中国科学〉若干载文特征

分析》,《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待发表) ,在前期调研

的基础上 ,对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 86 种高校

学报载文也作了分析 (《86 种高校学报与〈中国科

学〉载文、作者和引文的比较分析》,《编辑学报》待

发表) 。基于这些研究 ,引发了几点联想。

　　联想之一 :期刊载文分析研究发展势
头良好 ,整体仍需拓展和深化。

　　文献 [ 1 ]提出了期刊载文分析“何以值得研

究”、“需要哪些研究”和“怎样深化研究”三个问

题。在两年多的课题调研中 ,笔者收集了近百篇

有关载文分析的研究报道 ,结合近期对《中国科

学》和 86 种高校学报载文分析的调研 ,综合比较

近十年来 ,特别是近三年来期刊载文分析研究的

文献报道 ,可以明显地看到 :研究工作的热情和发

展势头良好 ,相关的研究报道逐年快速增长 ,而且

一些样本数量相对较多、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分析

的内容和研究手段相对较新的文献报道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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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224 ] 。但就我国的近 9 100 种期刊而言 ,期刊载

文分析的面还远远不够大。以科技期刊为例 ,全

国近 5 300 种科技期刊 ,即使每五年对其中的

30 %进行一次载文分析 ,每年就将产文约 320 篇 ,

目前显然远未达到这个数字 ,需要进一步拓展。

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深度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特别是新要素的选择和新方法的研究比较匮

乏 ,值得有计划地逐步深化。

　　联想之二 :期刊之间千差万别 ,准确
定位与突出特色是关键。

　　期刊种类繁多。按科技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颁

布的《科技期刊管理办法》,科技期刊可分为五大

类。仅就其中的学术类科技期刊而言 ,所属学科、

主办单位、出版单位等方面的种种差异 ,使得期刊

内容和办刊条件等方面千差万别 ,导致彼此之间

的内在质量和出版质量也有很大的差别。

从作者队伍来讲 ,足量、稳定、优秀的作者队

伍是期刊内在质量的保证。笔者调查的 92 期《中

国科学》共载文 1 254 篇 ,共有作者 5 797 人 (次) 。

其中 ,独撰的论文仅有 25 篇 ,占 1199 % ;2 人合作

的 216 篇 , 占 17122 % ; 3 人合作的 281 篇 , 占

22141 % ;4 人合作的 742 篇 ,占 59117 % ;平均每

篇论文有作者 4162 人 ,单篇论文作者最多的为

55 人 ,合作程度比文献[ 2 ] 、[ 4 ] 、[ 5 ]报道的都高。

1 254 篇载文的作者中 , 有两院院士约 120 人

(次) ;学科带头人和在某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作者 ,

在作者队伍中的比例 ,远非其他综合类学术性科

技期刊可比。1 254 篇载文的第一作者 ,来自高校

的 852 人 (且其中约 70 %来自于“211”大学) ,占

67194 % ;来自中科院系统的 347 人 ,占 27167 % ;

来自其他单位的 55 人 ,占 4139 %。在调查的 86

种高校学报中 ,作者队伍差别则非常大。合作度

有的达到 4110 ,有的仅为 1137 ;有的高校学报作

者来源单一 ,且第一作者中研究生和初级职称人

员占 70 %以上。

从获基金资助情况来看 ,92 期《中国科学》的

载文中 ,基金资助论文的比例在 7611 %～100 %

之间 ,平均为 8912 % ;就资助的基金类型而言 ,国

家级基金占 7915 % ,省部级基金占 913 % ,其他基

金只占 112 % ;从资助的力度来看 ,获一项基金资

助的论文占 3110 % ,获二项基金资助的论文占

3019 % ,获三项以上基金资助的论文占 2713 % ,

最多的获得了 16 项基金资助。86 种高校学报 ,

有的基金资助论文可达 100 % ,有的不到 10 % ;有

的有多篇论文获得多项高级别基金资助 ,有的则

只有两三篇论文获校级基金资助。

从出版质量上来看 ,《中国科学》和部分高校

学报 ,纸张精良 ,印刷精美 ,有配彩图的内文和美

观、优质的封页 ,编校质量上乘 ,差错率低。但也

有极少数的高校学报 ,刊物的纸张质量低下 ,印刷

简陋、粗糙 ,编校不精细 ,差错率较高。

形成如此大的差别 ,责任不全在办刊人员。

虽然同属学术类科技期刊 ,或同为高校学报 ,甚至

是同一层次高校的学报 ,办刊条件的差别却是客

观存在的 ,而且有的差别还非常大。因此 ,对于主

办单位和办刊人员来说 ,首先应该切合实际地对

自己的刊物准确定位 ,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各自的

相对优势 ,突出自己的特色。笔者认为 ,这是办好

科技期刊 ,尤其是那些“地位不高”、“条件不好”的

科技期刊的关键。

　　联想之三 :学术性期刊要把握好科学
价值与出版要求的关系。

　　期刊要出版 ,当然应该有出版要求 ,科技期刊

也不例外。科技期刊的规范化作为一个老生常谈

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但也还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然而 ,笔者通过对

92 期《中国科学》与 86 种高校学报载文的比较分

析认为 :管理部门和办刊人员在注重出版要求和

规范化的同时 ,不能摆错了“科学性”与“规范化”

的位置 ,尤其是不能因为一些本身就不够规范的

“规范化要求”,而给科技期刊的学术性论文设置

过多的、不科学的限制。

在笔者统计的《中国科学》1 254 篇载文中 ,单

篇论文作者最多的有 55 人 ;一篇论文中 ,图最多

的编号到 31 ,且同一序号的图中有的还含有多幅

小图 ,共含 71 幅可以独立的图 ;一篇论文中 ,表最

多的有 16 个表 ,单个表格最长的占了 4 个整页 ;

《中国科学》的 B、C、D 辑 ,篇均含图表在 5112～

11138 个之间 ,平均每篇论文含图表 7109 个 ;一

篇论文中 ,引文 (参考文献) 最多的达 118 条 ,有

200 余篇论文的引文数量在 40 条以上 ,篇均引文

23162 条 ;论文篇幅最长的为 26 页 ,最短的 3 页 ,

06　　　　　　　　　　　　　　　2009 年 　科技与出版 　第 2 期 　　 　　　 　 　　

出/ 版/ 研/ 究/ 与/ 教/ 育
　PUBLISHING R ES EARCH & EDUCATION 　



　　

页码在 4 页以内的仅 43 篇 ,占 3143 % ,篇均页码

为 7139 页。

92 期《中国科学》的 1 254 篇载文中最多的作

者(55 人) 、最多的图 (71 幅) 、最多的表 (16 个) 、

最多的引文 (118 条) 和最长的篇幅 (26 页) ,在笔

者调查统计的 86 种、532 期高校学报的 14 696 篇

载文中无一出现。虽然对某一所高校来说 ,学报

的版面是有限的 ,而且也都有自己的出版要求 ,但

是 ,《中国科学》的版面也是很有限的 ,出版要求也

非常高。应该说 ,《中国科学》是在科学性与规范

化、内容要求与出版要求方面有明确的优先选择 ,

才有可能出现前述的 5 个“最”。这与有些刊物在

发表时间的先后上有意或“无奈”地搞“平衡”,无

意或有意 (包括在《投稿须知》等中明确要求) 限制

图表、引文和版面等 ,形成鲜明的对比 ,值得管理

部门和办刊人员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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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点滴
干细胞研究将为人类带来神奇变化

2008 年 10 月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的 2008

天津国际干细胞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干细胞顶级

专家发布了最新成果。

“克隆羊之父”威尔默特教授 ,美国国家科学

院、医学院院士扑克洛普教授等许多干细胞领域

的专家学者在本届论坛上作了精彩报告 ,并回答

了与会者的提问。此外 ,大会还就胚胎干细胞、成

体干细胞以及干细胞应用与组织工程等众多热点

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近年来 ,干细胞已成为生命科学界最活跃和

最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和多

向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 ,是机体的起源细胞 ,是形

成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祖宗”细胞。干细胞研究

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最前沿的高新技术 ,1999 年

和 2000 年连续两年被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

列为“人类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干细胞基础研究

和临床应用证明 ,干细胞移植在白血病、糖尿病、

神经性疾病、冠心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中均可发

挥巨大作用。用人胚胎干细胞培养形成永久造血

干细胞技术日渐成熟 ,并有望替代从健康者身体

抽取血液以备为失血者使用 ;去掉小鼠某一基因 ,

再对其进行致命性放射线照射 ,小鼠不会因吸收

过量的放射线而死亡 ,向正在接受放射性治疗患

者提供了一个减轻痛苦的希望。

一些与会专家表示 ,我国在干细胞领域虽然

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但相

对而言 ,我们在这一领域并不落后。有一批科学

家活跃在干细胞研究的最前沿 ,在干细胞产业化

方面我们也已经起步并显现了很好的前景 ,建起

了国家干细胞研究中心和干细胞产品中心等一批

产业化基地。特别是目前许多华裔科学家活跃在

干细胞研究的最前沿 ,为我国干细胞研究和产业

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专家们认为 ,如何把握干细胞研究和产业化

发展方向 ,利用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相对优势 ,加大

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 ,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到这

一领域十分重要。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投入 ,做好

规划 ,搭建平台 ,创造一个有利于干细胞研究和产

业化发展的环境 ,力争让我国在干细胞研究和产

业化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 ,并在某些

领域起到引领作用。 (《科技日报》信息)

科学家发现细胞分裂新机制

据 2008 年 10 月 28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在线版报道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近日

发现了一种细胞分裂的新型机制 ,这一成果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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