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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Ｌｉｇｈ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合作办刊和Ｌｉｇｈ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的创办历程和成效，为我国英文
期刊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型提供参考，助力国产期刊自主自强可持续发展。【方法】结合两刊的创刊经历，总结
经验，从学术影响力提升、服务我国科技进步、期刊运营体验等方面对比分析合作办刊与自主创刊的利与弊，提出对我国科
技期刊从“中国产品”迈向“中国品牌”的几点思考。【结果】目前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办刊的模式已较为成熟，在国际上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绩；自主创刊道阻且长，仍处于摸索和加强建设阶段，但已初见成效。【结论】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
平英文科技期刊和学术出版平台是我国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科技期刊自强不息的必经之路，期刊界需要
坚持不懈、努力前行。
关键词　 合作办刊；自主创新；期刊建设；造船出海；领军期刊；高起点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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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理事会在２０００年通过了《１３３４号法令》，
将《瓦森纳安排》的机制贯彻欧盟高科技出口贸易
方面。这项法令后来经过多次修订，目前成为对华
高科技出口管制的主要“指导性文件”。在军民两
用品和技术清单方面，该法令涉及特殊材料及相关
设备、材料加工、电子、计算机、电信和信息安全、传
感器和激光器、导航与航空电子、船舶、航空与推进
设备等［１］。２０１８年３月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以微
观经济为主要内容，但近年来已逐渐进一步涉及技
术、安全等其他领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都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由于俄乌冲突，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开展了
贸易制裁、金融制裁、个人和企业制裁、科技制裁等
多方位制裁，让“科学无国界”的美好泡沫瞬间破
灭。以上国际形势多次向我国科技期刊人敲响警
钟：建设自主可控的自有知识产权出版发行平台，保
障信息安全与数据库安全已刻不容缓［２］。

２０１９年８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
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的意见》［３］。２０１９年９月，七部委联合启动了“中国
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４］。至此，我国科技期刊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５］，同样也面临着更多的
挑战。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创办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借船出海”———与国际出版平台合作办刊；“造船
出海”———通过打造优质的、自主可控的出版平台
创办期刊。针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初景
利［６］指出“借船出海”这种做法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出版受制于国外、办刊自主性弱、利益被掠夺等。因
此，需要学习技术，积累经验，从“借船出海”走向
“造船出海”，确保我国科技期刊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自有品牌，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游苏
宁［７］报道了中国科协等主管部门已经以实际行动
开始实施中国期刊的“造船出海”战略，指出在当前
大好形势下，应坚定不移地摒弃“借船出海”的策
略，稳步实施“造船出海”的战略，使中国的科技期
刊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行稳致远。王宁宁等［２］从
居安思危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科技期刊“借船出
海”已行至行业拐点，并从坚定制度自信、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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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元模式和恰逢其时等４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
我国科技期刊“造船出海”是历史必然。李新坡
等［８］通过分析“借船出海”的弊端，指出“造船出海”
的３个关键问题：打造中国自主的国际化出版与传
播平台、打造中国的国际化科技期刊和建立中国科
技期刊国际影响力评价机制。

科睿唯安２０２２年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ＣＲ）显示，２０２１年ＳＣＩ收录
中国科技期刊共计２７４种，其中２３６种均采用与国际
出版商合作办刊的模式，仅有３８种采用自主创刊模
式，占总数２７４种的１３．８７％。此统计结果表明，尽管
学者们早在２０１５年就意识到“借船出海”是手段，“造
船出海”才是根基［２，６－１０］，是办刊人立足之根本，但目
前针对该方向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真正实践成
功的“造船出海”案例屈指可数，例如：中国科学院光
电技术研究所主办的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采用自
建平台，在较短时间内被世界重要数据库收录；《中国
科学》杂志社的ＳｃｉＥｎｇｉｎｅ平台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ＳｃｉＯｐｅｎ平台陆续投入使用。在“造船出海”方面，我
国期刊依然处于积累造船技术、培养驾船能力的探索
阶段，我国办刊人距离真正独立自主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本文从Ｌｉｇｈ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以下简称
“Ｌｉｇｈｔ”）和Ｌｉｇｈ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以下简称
“ＬＡＭ”）的合作办刊与自主创刊实践出发，通过分析
对比“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的优势与劣势，为我
国自主创刊之路未来发展提供思路和启示，助力我国
科技期刊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型。
１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的２种期刊实
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Ｌｉｇｈｔ作为合作办刊的案例，
其出版平台为国际出版商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集团；
ＬＡＭ作为自主创刊的案例，其出版平台为期刊自建

出版平台。ＬＡＭ是由Ｌｉｇｈｔ的原班人马打造的衍生
子刊，两者在编委会建设、编辑人才队伍、团队经营
风格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选取这２种期刊作为
主要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方法。基于Ｌｉｇｈｔ
和ＬＡＭ的创刊实践，通过工作经验总结、文献资料
收集、访谈、观察等数据收集方法，对比分析两刊的
创办历程、经验和成果，并对２种办刊模式在创刊实
践中的应用情况和效果进行总结和归纳，揭示合作
办刊和自主创刊的利与弊，从而为我国创办英文科
技期刊提供参考和借鉴。
２　 “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的实践与比较
２．１　 合作办刊：领军期刊建设之路

Ｌｉｇｈｔ创刊于２０１２年［１１］，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和Ｎａｔｕｒｅ出版集团（２０１５
年５月与帕尔格雷夫·麦米伦和麦克米伦教育合并
为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合作出版，时至今日已历经１０余
载［１１－１２］。如图１所示，创刊以来Ｌｉｇｈｔ快速成长：年
收稿量从７９篇（２０１２年）增长到１３２３篇（２０２１
年），年发文量从２２篇（２０１２年）增长到２３４篇
（２０２１年），实现了收稿和发文量的稳步增长。经过
公正、严格的专家评审环节，Ｌｉｇｈｔ的初审拒稿率高
达７５％，总拒稿率超过８０％，仅出版光学领域内顶
尖的前沿创新研究成果。
　 　 在合作办刊模式的助力下，Ｌｉｇｈｔ已经成绩斐然，
同时积攒了丰富的国际办刊经验。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
日，科睿唯安公布的ＪＣＲ数据显示，Ｌｉｇｈｔ影响因子达
到２０．２５７，首次突破２０，并且连续８年位居光学期刊
前３名（３ ／ １２０）。更值得一提的是，Ｌｉｇｈｔ还是影响因
子排名前５的光学期刊中计入发文量最高的期刊，如
图２所示。这进一步表明，Ｌｉｇｈｔ在保质的同时，也注
重量的发展，在期刊综合影响力方面再创新高。

图１　 Ｌｉｇｈｔ收稿量与发文量统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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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其突出成绩，Ｌｉｇｈｔ被新华社、半月谈、
ＣＣＴＶ、ＮＨＫ（日本官方电视台）、《中国科学报》《科
技日报》报道，受邀担任联合国“国际光日”金牌合
作方。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ＮＨＫ在黄金时段重点报道
Ｌｉｇｈｔ，ＮＨＫ称：“Ｌｉｇｈｔ创刊仅７年，就在世界范围内
被认可，离不开其主办单位的投入与国际学术编委
的支撑。中国正试图通过创建自己的著名科学杂志
来引领科学，Ｌｉｇｈｔ仅用几年时间就成长为国际一流
科学杂志，将有望争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截至
目前，Ｌｉｇｈｔ已发表２０２２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Ａｎｔｏｎ Ｚｅｉｌｉｎｇｅｒ论文１篇、２０１４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Ｓｈｕｊｉ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论文２篇和２０１０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Ｋｏｓｔｙａ Ｎｏｖｏｓｅｌｏｖ论文１篇。

２０１９年，Ｌｉｇｈｔ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领军期刊项目，２０２０年度验收评审结果为优秀，
并荣获中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第五届中国出版政
府奖期刊奖”，学术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Ｌｉｇｈｔ
创刊以来，电子版文章的年下载量高达２０００万次，
期刊网站访问量高达几十万人次，有１６５篇文章入
选国际权威的ＥＳ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高被
引论文，进一步反映了Ｌｉｇｈｔ承载、传播高影响力成
果的能力。

图２　 影响因子排名前５的光学期刊被２０２２年发布的ＪＣＲ计入的发文量
２．１．１　 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合作办刊优势

超过８０％的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集团合作的期刊
被ＳＣＩＥ（ＳＣＩ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收录，可见此合作模式对期
刊快速进入国际数据库、提升国际影响力有着积极
影响［１３－１４］。作为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拥有完善的数据资源和成熟的商业
模式，为期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其主要优势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品牌影响力高。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集团合
作的期刊获益于其市场竞争力与品牌价值。首先，
合作期刊网站隶属于Ｎａｔｕｒｅ或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网站，新刊
曝光量较大；其次，在创刊初期即享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的全球市场开发服务，在稿源吸引、单篇文章
推广等方面获得帮助。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与编辑部共
同推广，通过集约化运作模式整合期刊编辑、出版、
宣传、营销等资源，可在短时间内使得编辑学习到国
际化办刊理念，制定期刊发展战略，进一步为提升期
刊影响力服务，例如：在Ｌｉｇｈｔ创刊初期，在Ｎａｔｕｒｅ
网站最醒目的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位置刊登Ｌｉｇｈｔ宣传

广告，将Ｌｉｇｈｔ宣传页印刷在Ｎａｔｕｒｅ的封底等。
（２）平台成熟完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集团旗下

的２种投审稿系统均拥有较广泛的受众、较长的应
用历史和优良的用户体验，便于编委、作者和审稿人
直接操作。此外，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规范化管理投稿、
同行评议、定稿、生产和发行等相关流程，在平台网
站上进行标准化数字出版，提升了作者和读者对期
刊的专业化认可度，进而吸引科学家加入国际编委
会，增强期刊国际知名度。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为Ｌｉｇｈｔ
搭建投审稿系统、配备专业生产编辑和排版发行团
队，确保各环节均有运营保障。

（３）团队经验丰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拥有期刊
发展各模块的专业团队（网站和系统维护技术团
队、语言润色团队、排版与生产团队、数据库申请与
评估团队、法律事务团队、期刊出版发行团队、宣传
推广团队、学术质量与道德规范保障团队等），遇到
问题可直接进行专业咨询。值得一提的是，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全权负责数据库申请等工作，可提升数据库
申请成功率，还可以定期向数据库传递数据，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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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冗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期刊学术方向发展。
在Ｌｉｇｈｔ 申报ＤＯＡＪ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Ｓｃｏｐｕｓ、ＰｕｂＭｅｄ等数据库收录过程中，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团队全程执行，Ｌｉｇｈｔ迅速被各大数
据库收录，编辑部无需参与具体工作。

（４）政策跟踪及时。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实时跟进
国际出版的发展趋势、出版政策等，可以将出版领域
的一些新变化、新概念、新规则及时应用到期刊出版
中，有利于期刊与时俱进，例如在透明评审和《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ＤＰＲ）出现的早期，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及时与编辑部
实现信息共享，使得期刊能够实时了解相关规定并
做出合理规划。

（５）期刊快速成长。按常规期刊发展规划，期
刊的标准收录时间如表１所示，其中ＳＣＩ收录应在
３年左右完成。Ｌｉｇｈｔ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合作，在发
文量达到相关要求时（一个自然年内出版２６篇以
上文章），立即启动ＳＣＩ和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申报工作，
因此在创刊第２年（２０１３年）被收录于ＳＣＩ（见
图３）。

表１　 国际数据库常规收录时间
数据库 收录条件 预计收录时间／年
ＤＯＡＪ 发文量＞１０篇（原创论文数量＞５篇）；发表文章中编委会成员发文比例＜２０％ １～２
Ｓｃｏｐｕｓ 出版时间＞２年 ２

ＰｕｂＭ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出版时间＞２年；同行评议论文数量＞２５篇；符合ＰｕｂＭｅｄ语言标准 ２
Ｍｅｄｌｉｎｅ 出版时间＞１年；同行评议论文数量＞４０篇 ２～３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ＳＣＩ ＆ ＳＣＩＥ ＆ ＳＣＩ） 出版时间＞２年；同行评议论文数量＞２６篇；预期影响因子高于Ｑ１区期刊；自引率＜１０％ ３

图３　 Ｌｉｇｈｔ成长路线图
２．１．２　 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合作办刊劣势

“借船出海”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它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１５－１７］。以Ｌｉｇｈｔ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合作
经验来看，其主要问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知识产权面临巨大的风险。随着国际形势
演变，与国外出版商合作风险与日俱增，例如在俄乌
冲突爆发后，爱思唯尔集团迅速终止了与俄罗斯科

技期刊的合作，对俄罗斯科技出版和科学发展带来
巨大冲击。就科研成果的保护和获取而言，Ｌｉｇｈｔ文
章内容及权限均与Ｎａｔｕｒｅ网站和数据存储器绑定，
若国际数据库实施获取和下载限制，将不可避免地
对我国科研人员的工作和我国的科技发展造成不可
预知的不利影响。

（２）自主性受限。由于需要遵守出版商的规
定，Ｌｉｇｈｔ作为开放获取期刊，在很多政策方面受到
严格限制，例如增设特定栏目、网站广告模块等因双
方无法达成一致而无法实现。此外，由于隶属于
Ｎａｔｕｒｅ网站，Ｌｉｇｈｔ编辑部没有设计Ｌｉｇｈｔ网站内容
的自主权，网站的更新主动权也掌握在合作出版商
手里。尽管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通常能保证在１天内满
足编辑部提出的更新要求，但仍旧不能实现实时、自
主更新网站。而对于投审稿系统而言，服务器安置
在英国，国内用户登录访问速度十分缓慢，国内投稿
和资料获取过程不流畅，常有作者反馈仅完成投稿
流程就需１天的时间。申请改进投审稿系统响应速
度及功能等往往需要经过层层审批，难以实现。

（３）双方沟通时间成本高、效率低。遇到需要
协调沟通的问题时，Ｌｉｇｈｔ编辑部需先通过邮件联系
ＥＰ（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再就具体问题逐层与相关
技术人员或决策人员沟通，这个过程经常需要持续
１～ ２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导致相关规则变动落实
效率低，时效性差。例如，Ｌｉｇｈｔ编辑部要求在ｅＰｒｏｏｆ
系统上将模块标题从Ｅｄｉｔｏｒ Ｓｕｍｍａｒｙ 更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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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经过１个月的沟通才了解到系统
底层逻辑设计不支持该改动，最终放弃此更改请求。

（４）合作成本高，不利于科研与出版可持续发
展。文章处理费用（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ａｒｇｅ，ＡＰＣ）
逐年递增，出版商根据合作协议进行调整，编辑部无
自主定价权。我国科研人员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来
发表文章，２０２３年度每篇Ｌｉｇｈｔ文章的ＡＰＣ已超过
４０００美元，非开放获取类文章作者还需要额外支付
费用来获取文章，导致科研经费与出版经费大量外
流的现象日益严重。这种情况对我国科研领域和期
刊出版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都带来不利影响。

（５）编校受限，排版质量不稳定。文章编校受
合作方的限制，部分编校规则无法很好地与我国出
版界的编校规则契合。生产团队的排版人员更替频
繁，且Ｌｉｇｈｔ编辑部需要通过中间人员与排版人员进
行沟通，造成排版质量不稳定、相同的排版错误重复
出现等状况。

综合上述讨论，对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办刊的利
与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办刊利弊总结
利 弊

品牌影响力高 知识产权面临巨大的风险
平台成熟完善 自主性受限
团队经验丰富 双方沟通时间成本高、效率低
政策跟踪及时 合作成本高，不利于科研与出版可持续发展
期刊快速成长 编校受限，排版质量不稳定

２．２　 自主创刊：高起点新刊历程
ＬＡＭ创刊于２０２０年４月，其主办单位为季华

实验室（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是中
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Ｌｉｇｈｔ学
术出版中心在自主创刊领域的首次尝试。ＬＡＭ办
刊宗旨为：作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
期刊Ｌｉｇｈｔ的衍生子刊，秉持自主、自信、自强的信
念，面向制造工程领域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依托领
军期刊品牌优势，自主创新，建设世界一流英文期
刊；超越论文，服务发展，打造先进制造领域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传播融媒体服务平台，在大数据
时代抢占国际话语权，助力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并跑
到领跑发展。

目前ＬＡＭ已取得初步进展：２０２１年９月，ＬＡＭ
入选２０２１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
点新刊项目，获得５０万元项目资助及国内统一刊号
申报资质［１８］；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入选“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关于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平台基地及科技基础条件

建设”高水平科技期刊建设项目，获得１００万元的
项目经费支持；２０２２年２月，ＬＡＭ通过ＤＯＡＪ评估，
被正式收录，标志着ＬＡＭ的质量控制和开放获取
政策已达到国际标准；２０２３ 年２ 月，ＬＡＭ通过
Ｓｃｏｐ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ａｒｄ（ＣＳＡＢ）严
格审查，被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正式收录，其评审意见不
仅肯定了ＬＡＭ的出版质量，还指出了ＬＡＭ的期刊
定位和主题范围具有独特性，进一步认可了该刊在
学科领域中填补出版空白的重要作用。
２．２．１　 自主创刊的优势

（１）自主性运营，服务我国科技发展。以“超越
期刊，服务发展”为目标，ＬＡＭ与国内的北京仁和汇
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自建出版平台与一体化
排版系统，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出版平台及支撑系统
建设，助力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进程加速。此外，得
益于自主运营模式和主办单位的支持，拥有自主定
价权。ＬＡＭ自建平台采用钻石开放获取方式，对作
者和读者双向免费，避免我国科研资金和出版资金
大量外流。同时ＬＡＭ完全自有平台和文章版权等，
从根源上杜绝了外界因素导致的数据安全问题。

（２）个性化创新，定制化服务。ＬＡＭ自建出版
平台利用先进技术竭力提高服务品质，可根据用户
需求及反馈及时改进不足，构建用户友好的服务平
台。已按需新增了“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等栏目，以更高效地服务于作
者与读者，其中“Ｆｅａｔｕｒｅｄ”栏目上线后，其内容篇均
访问量达近万次，被引用３５次以上。网站模块、功
能、排版等均可根据需求个性化定制：对已上线的标
题为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ｂｅｄ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的文章，ＬＡＭ根据作者写作习惯，个性化
定制排版规则，实现了文章各模块的点击直接跳转
功能。

（３）加速度出版，抢占话语权。ＬＡＭ自建出版
平台采用一体化排版系统，稿件在录用１周内即可
在网站的“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栏目进行优先发表，
相较于传统的排版流程节省了近１个月的时间，可
快速抢占国际话语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董振超老
师的文章被ＬＡＭ正式录用后，在３天内即实现优先
发表，编辑、出版、发行团队均能够做到快速响应。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快速出版对科学家成
果优先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４）增强式服务，提升用户体验。ＬＡＭ目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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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特色出版服务包括：①智能专家画像，深度服务
科研———采用ＡＭｉｎｅｒ平台的智能画像功能为每一
位作者提供全方位的专家数据库，深层次服务制造
工程领域的专家学者；②智能翻译，改善阅读体
验———对文章的网络版本创新实行自动化智能翻
译，大大改善国内用户的阅读体验；③采用透明评审
模式———经文章作者和审稿专家同意后，将审稿意
见、作者回复与文章同时发表，促进领域内专家共同
探讨科学问题。此外，还通过不断听取各方反馈的
改进意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逐级迭代
的修正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与期刊相关的配
套技术和平台完善与发展。
２．２．２　 自主创刊的劣势

（１）创建自主品牌不易。ＬＡＭ一直秉持“专业
人做专业事”的理念办刊，但在组建编委会团队、国
际化编辑团队、专业出版团队和技术团队等方面困
难重重。相较于Ｌｉｇｈｔ，ＬＡＭ邀请编委加入的成功概
率较低，尤其在我国科技期刊井喷式发展的现阶段，
在领域内优质科学家资源有限情况下，主要依赖主
编吸引顶尖专家。此外，虽然国家大力支持科技期
刊发展，但相关出版规定还在逐步完善，对市级单位
主管、新型研究机构创办期刊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暂
不明确。期刊主办单位资质和范畴模糊，使得ＬＡＭ
在国内统一刊号申报过程中困难加倍。

（２）自建媒体平台困难。对标国际出版商的成
熟平台，ＬＡＭ在出版平台建设方面标准很高，然而
可满足ＬＡＭ高质量出版、发行要求的技术团队在国
内十分稀缺。在建立一体化排版系统初期，ＬＡＭ甚
至无法找到了解行业规则、有基础专业知识的技术
人员，仅能尽量通过不断磨合、加强沟通来实现高水
平的自建网站平台和媒体推广平台建设。编辑部投
入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但成效与理想的国
际化标准差距较大。

（３）团队出版经验欠缺。大多数国产期刊尚未
形成具有足够学术判断力和办刊能力的专业出版队
伍，编辑队伍和生产团队的业务能力均需逐步提升，
与国际化专业团队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
ＬＡＭ主要依赖主编及编委团队对文章学术质量进
行严格把关，编辑暂未达到参与文章质量评估的专
业水准。此外，目前ＬＡＭ起步较晚，还处于单刊发
展阶段，为“小作坊”式经营管理模式，无法配备专
业美术编辑、数字出版编辑、新媒体运营编辑、生产
沟通编辑等相关人员。

（４）数据库申报艰难。区别于拥有专业的数据
库申报及评估团队的国际出版商，在自主创刊过程
中，ＬＡＭ的数据库申报经验为零，获取数据库收录
规则及申报指南的渠道十分有限。需逐步探索、研
读相关文件，完成全部流程，实现从无到有的检索渠
道突破。在申请加入ＤＯＡＪ、Ｓｃｏｐｕｓ等数据库过程
中，ＬＡＭ均从注册申请账户开始，逐步摸索规则要
求，完成申报，其难度可想而知。ＬＡＭ在２０２２年２
月被ＤＯＡＪ收录后，又经历了１ 年的时间才被
Ｓｃｏｐｕｓ收录。

综合上述讨论，对自主创刊的利与弊进行了系
统的总结，如表３所示。

表３　 自主创刊利弊总结
利 弊

自主性运营，服务我国科技发展 创建自主品牌不易
个性化创新，定制化服务 自建媒体平台困难
加速度出版，抢占话语权 团队出版经验欠缺
增强式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数据库申报艰难

３　 启示与思考
“借船出海”虽然在提升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

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同时在知识产
权归属、运营政策制定以及创办经费投入等方面存
在一些劣势，不利于我国科技期刊长期可持续发展。
“造船出海”是我国科技期刊实现自主自强的必由
之路，过程中如何练就内功、提升软实力是亟待解决
和思考的问题。为弥补上述自主创刊的不足，提出
以下几点思考。
３．１　 坚定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推进相关政策和

细则实施
　 　 ２０１６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
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２０１９年８月，《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的意见》［３］印发。２０１９年９月，“中国科技期刊卓
越行动计划”实施。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科技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
繁荣发展的意见》［１９］。以上相关项目和文件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重视加强期刊建设、促进文化交流、提升
科技软实力，对加速建成各类学术平台意义深远。
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方能加速我国科技期刊扬帆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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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业务在大多数出版管理单位业务中占比较
小，甚至很多管理职能部门在近５ ～ １０年均未办理
过相关业务，无法为该业务提供专业、高效指导。此
外，一些新型科研机构首次创办科技期刊，特殊情况
时有出现。建议充分考虑国内科技期刊的特点和需
求，制定和完善科技期刊领域的相关政策和细则，包
括简化期刊创办审批流程、明确主管和主办单位性
质要求、配备相关业务人员、设立特殊情况“一事一
议”咨询通道等，以更好地推进我国期刊创办申请
进程。

２０２０年实施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实施办法》指出，要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
体制机制。建议制定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以量化指
标评估科技期刊社会影响力，例如期刊发表文章对
我国科技优先建设领域的覆盖率，期刊报道的研究
成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关联度，
期刊的开放获取文章比例，期刊对促进学术交流与
高端人才引进的重要贡献等。
３．２　 吸取“借船出海”的先进办刊经验

我国期刊目前拥有较为丰富的合作办刊经验，
合作的出版商包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爱思唯尔、牛津
大学出版社等，且相对而言，有国际合作经验的期刊
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上表现
更好［２０］。因此，我国期刊应虚心学习国际出版商先
进的办刊经验，例如学习其通用的网站模板、详细的
作者服务、明确的期刊定位、专业且覆盖度高的宣传
推广渠道、成熟的数据库申报流程等。更进一步，应
通过刊与刊、集群与集群之间的合作积聚力量，解决
共性问题。在对标国际出版商的基础上，根据需求
建设我国自有的科技期刊，找准期刊定位及发展方
向，形成自身的特色，例如开发和建设具有高普适度
的稿件处理系统、智能一体化排版系统、专业期刊融
媒体平台网站等。
３．３　 组建和培养专业化团队

（１）科学家队伍建设。高水平科学家在办刊过
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承担角色主要包括主
编、副主编、编委、审稿人、作者、读者等，其中：主编、
副主编和编委直接决定着期刊的目标定位、质量把
关和期刊品牌影响力；审稿人直接评判学术质量，对
期刊的学术质量影响重大；作者的学术高度和个人
影响力更直观地映射在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上。综
上，吸引高水平的科学家参与期刊建设并将领域内

重要研究成果发表在期刊上，是自主创刊成功的关
键举措，具体可通过如下几种方案培养和建设科学
家团队：①建立期刊的科学家圈层，从团结编委、团
结作者、团结审稿人、团结读者到团结整个学术社
区，使得科学家更有归属感和参与感；②期刊应超越
论文，服务科研、服务科学家和服务科学发展，吸引
优质专家加入，通过学术活动吸引一批特定领域专
家，如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Ｌｉｇｈｔ国际光日和Ｌｉｇｈｔ在
线等；③设立海外／区域办公室，加深与科学家团队
的合作；④关注青年科学家发展，集聚青年力量，注
重后浪培养，如举办Ｒｉｓｉｎｇ Ｓｔａｒ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全国光学
与光学工程博士生学术联赛、Ｓｅｅｄ ｏｆ Ｌｉｇｈｔ等活动。

（２）办刊队伍建设。需要构建和培养多元化的
人才队伍，其主要建设路径包含：①国家层面高度重
视办刊人才，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其发展，例如设立
相关项目、奖项和赛事等，为人才发展提供沃土；
②主管主办单位层面可通过建立品牌知名度、完善
用人制度、构建完备的职业发展体系、打造兼容并包
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福利待遇等方面多途径吸引
高质量人才加入办刊队伍；③期刊层面应注重人才
的培养和管理，在岗位分工方面做到人尽其才，加强
人才培训和海外学习，形成工作－学习－输出的闭环
提升模式，例如ＬＡＭ选派青年科学编辑赴英国剑桥
大学进行为期１年半的访问，以深度交流，拓宽国际
视野，提升学术思维，更好地为期刊发展赋能。
３．４　 自主创新，促进学术与产业双向进步

在为作者和读者提供特色服务方面，通过不断
创新，加强科技与编辑出版深度融合，根据各学科特
点个性化定制，提升用户体验。ＬＡＭ一直以弥合技
术与产业的鸿沟为己任，着力于引领技术变革、推动
行业发展等方面，目前已顺利促成中国科学院上海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与上海复享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在光谱仪研制方面的合作、西湖大学与上海冠众光
学科技有限公司在利用激光着色技术防伪方面的深
度合作。产业的加入及需求的不断变化，又反过来
促进科技的进步，从而服务社会和国家发展。
４　 结语

目前，大部分我国期刊采用合作的方式快速成
长，提升影响力，优势明显；自主创办期刊成功案例
较少，暂未形成多学科、可持续、集群化发展的态势，
我国的数字出版平台也暂不成熟。自主创刊之路道
阻且长，现阶段还有制度不完善性、人才稀缺性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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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落后性等问题需要克服。本研究基于“中国科技
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Ｌｉｇｈｔ和高起点新刊
ＬＡＭ的创办经验，总结分析了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办
刊和自主创刊的利与弊，基于分析结果为我国科技
期刊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尽管我国科技期刊在实现产权自有方面还有困难和
挑战，但我国期刊完全有能力建设国际化、集群化的
科技期刊平台。现阶段，我国期刊应该坚定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尽快使相关政策细则落地。

全面自主建设数字出版平台，推动科技期刊集
群发展，并形成受国际认可的出版实力，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实现真正的科技期刊繁荣发展并非几种期
刊或出版单位通过单方面努力所能完成的。本研究
仅基于２种期刊的具体实践，对“借船出海”和“造
船出海”的优劣进行比较和分析，无法全面系统地
总结２种办刊模式面临的全部困难和挑战。未来的
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以更全面地了解不
同办刊模式的本质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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