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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数量增长及学科分布情况的

统计结果表明，1990—1992年为创刊的高峰期（每年新创刊16
种），并且我国各学科英文版科技期刊的数量与我国SCI论文

的产出数量并不呈比例关系。认为目前我国研究评价中的不

良导向、期刊普遍较低的国际显示度和论文引用中的“马太效

应”，是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影响力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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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期刊在国际科学交流中的

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部分国家的政府

或科研部门为提高本国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

不仅采取鼓励措施刺激研究人员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

表论文，而且十分注意发展自己的期刊［14］。为促进

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中国科协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自1999年以来每年分别划拨300万元用于

资助各学科的重要期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

助方针中，具国际化潜力的英文版期刊备受重视［5］，

在其所资助的每年约30种期刊中，在科学界具一定影

响并且被国际主要检索系统（尤其是SCI）收录的英文

版期刊占一半以上。笔者通过分析我国英文版科技期

刊的发展历史、学科分布、论文来源及被引用情况等，

探讨我国英文版期刊在科技交流中的作用。

1 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发展和学科分布

自1929至2002年，中国（未计港澳台）共创办英

文版科技期刊203种［6］，同期有16种停办，目前出版

发行的英文版期刊计187种，其中186种为1980年以

后创刊的，尤其以1990—1992年为我国英文版期刊创

刊的高峰，每年都有16种创刊（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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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英文版期刊的创刊年份统计

年 份 期刊数

1929—1972 4
1981 4
1982 9
1983 5
1984 5
1985 11
1986 11
1987 6
1988 14
1989 10
1990 16
1991 16

年 份 期刊数

1992 16
1993 10
1994 11
1995 10
1996 12
1997 4
1998 3
1999 5
2000 8
2001 5
2002 8
总计 203

现有187种英文版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见表2。

统计表明，我国各学科英文版科技期刊的数量与英文

论文的产出数量并不呈比例关系。例如，2000年我国

的国际论文（据SCI统计）总数为2万2607篇［7］，其

中：化学和物理类论文分别占论文总数的25.7%和

19.8%，而化学和物理类期刊只分别占期刊总数的

3.7%和4.8%；地学和生物学类论文分别占论文总数

的4.4%和7.3%，这2个学科的期刊则分别占期刊总

数的17.6%和13.4%。

表2 英文版期刊和2000年我国SCI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
期 刊

份数 比例／%

论 文

篇数 比例／%
数学 17 9.1 2220 9.8
物理 9 4.8 4468 19.8
化学 7 3.7 5808 25.7
天文 4 2.1 239 1.1
地学 33 17.6 992 4.4
生物 25 13.4 1653 7.3
医学 22 11.8 1959 8.7
技术 54 28.9 5268 23.3
综合 16 8.6
总计 187 100.0 22607 100.0

在2000年的2万2607篇SCI论文中，英文为1
万8580篇（ 占82.19%），中 文 为3969篇（ 占

17.56%），日、法、德等其他语种为58篇（占0.25%）。

就国别看，我国期刊共发表9207篇，占40.7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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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238篇发表于我国的英文版期刊，占我国期刊所

发表中国SCI论文总数的57%。

上述统计表明，目前我国的国际论文主要以英文

版为主，实际上，为扩大国际影响，我国的期刊编辑部

和管理部门正致力于发展英文版期刊，部分被SCI收

录的中文期刊，如《中国药理学报》《植物学报》等目前

已全部英文化。

2 我国英文版期刊的影响力分析

2.1 基于国际检索系统（SCI）的分析 美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ISI）出版的期刊引证报告（JCR）的统计（表

3）［8］表明，我国期刊的总体国际影响力显著低于国际

平均水平，并且中文版期刊的被引频次稍好于英文版

期刊。这种现象乃是我国期刊的被引主要由中国作者

自引所贡献的特点形成的，即：我国大多数被SCI收录

的期刊，其被引频次中有80%以上来源中国作者的引

用［9］，中文版期刊在国内通常比英文版期刊具有更高

的显示度，因而更有可能获得引用。

表3 2001年我国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统计［8］

期刊种类 期刊数目 平均影响因子 平均被引频次

JCR收录期刊总数 5683 1.381 2890
我国期刊总数 55 0.399 380
我国英文版期刊 39 0.424 338
我国中文版期刊 16 0.338 483

Moed［10］对 我 国 科 技 期 刊 的 统 计 结 果 表 明，

1990—1999年间我国有16种期刊（中、英文版各8
种）先后被SCI光盘版收录，这些期刊中绝大多数（多

在98%以上）论文均来源于中国的研究机构，并且所

有论文的平均他引次数只有0.20，同期在国外期刊上

发表 的 中 国SCI论 文 的 平 均 他 引 次 数 则 为1.30。

Moed博士因此认为，中国的中、英文版SCI期刊应划

归为地区性期刊，语种因素并不是中国科技期刊影响

力低的主要原因，即：中国英文版期刊中的论文主要来

源于中国，这些论文的相对影响力与中文版期刊中的

论文同样低。

2.2 基于国内检索系统的分析 在国内的引文索引

数据库中，英文版期刊的收录和检索一直处于很次要

的 地 位，2000 年 版 的《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CSCD）［11］中，共有633种我国科技期刊被收录，其中

只有34种为英文版，并且只有4种英文版期刊的被引

频次大于100，被引频次小于50的期刊有18种，占总

数的53%。

为全面分析和评价我国英文版期刊的影响力，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2003年7月首次发布了中

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在2001年度被引用情况［12］。所统

计的112种英文版期刊在约2890种源期刊数据库中

的被引情况为：>500次，2种；500~100次，15种；

100~50次，11种；<50次，84种。也就是说，占总数

75%的英文版期刊在2001年的被引频次少于50。

所统计的112种英文版期刊的主办单位分布情况

为：研究机构主办，49种；大学主办，38种；学会主办，

21种；政府部门直接主办，4种。

我国非SCI收录的英文版期刊的论文来源也十分

局限。统计［13］表明，大学主办的英文版期刊的第一作

者有80%以上（有时甚至100%）均来自主办部位。

由于期刊的整体水平有限，我国英文版期刊的发

行量也很低。统计［14］表明，约有80%大学主办的英

文版期刊的印数为200~500册，且以赠阅为主。

3 讨论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我国英文版期刊虽然形

成了一定的数量规模，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也

有所提高（1998年JCR只有27种中国英文版期刊的

引证数据，2002年则上升到45种，影响因子和被引频

次的最高值也分别由1998年的0.506和853上升到

2002年的2.532和2030），但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力

十分有限。

就目前国内英文版科技期刊的学科分布来看，也

有其不尽合理之处。我们认为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

发展应遵循科学交流的需要，期刊的“生”与“死”应由

专家建议、学科发展和市场需求来综合决定。

目前国内英文版科技期刊所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以

下3个方面：

1）研究评价的影响。在研究成果评价的压力下

（如不适当地将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科研奖励的指

标），研究人员趋向于在已具一定学术影响的国外期刊

发表自己的重要研究成果，我国期刊也因此面临缺乏

优秀稿源的困境［1516］。

2）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偏低。中文版期刊

的国外市场有限，英文版期刊的订户很少［17］，期刊的

网上信息也十分缺乏，从而造成普遍较低的显示度。

3）引用中的“马太效应”。作者倾向于引用知名期

刊和知名作者的论文；中国作者倾向于引用国际知名

英文版期刊。统计［18］发现，1997年我国影响因子最

高的期刊《ScienceinChina-SeriesB》在1998和1999
年总共被引56次，其中作者自引48次（占 总 数 的

86%），被他人引用仅有8次，且全部为外国同行所

引用。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文版科技期刊对我国

SCI论文的贡献不容忽视。2000年我国期刊产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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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论 文 中 有43%是 来 源 于 中 文 版 期 刊，并 且，在

2002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我国科技期刊中

被引频次位居前2位的均是中文版期刊（物理学报，

2277次；高等学校化学学报，2189次）［19］。

实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英文

版期刊的处境与我国十分相似［2022］。这些英文版期

刊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为什么如此之低？需要采

取何种方式和出版策略以提高这些期刊的显示度和影

响（尤其是在西方英语国家）？这不仅是科学计量学研

究人员所关注的问题，而且应该是这些国家的英文版

期刊编辑部和相关的管理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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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

“青霉素”与“盘尼西林”不可替换使用

有本比较权威的编辑读物在讲到等义词可以相互替换时，

举了青霉素—盘尼西林、维生素—素他命、番茄—西红柿、玉米

—包谷等4个例子。等义词可以互相替换，这是正确的，但所

举这4个例子则是错误或不恰当的。

早在1987年，国务院在第142号函中就明确指出：“经全国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

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管理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

用。”按这一精神，工具书、教材、科技书刊，尤其是非普及性科

技书刊，均应使用规范的科技名词术语。盘尼西林、维他命分

别是青霉素、维生素的旧名称，属于废弃之词，出版物中不应使

用，当然不允许互换了。而西红柿、包谷分别是番茄、玉米的俗

语，在非普及性科技书刊中不应使用；在普及性科技书刊中也

应提倡用规范术语，但在首次出现规范术语时，可将俗语放在

其后的括号中做注释，如“番茄（西红柿）”。

科技编辑应当特别注意科技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遇到不

熟悉的术语，应查阅有关标准和规范。 （郝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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