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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传播的飞速发展，读者利用期刊文献也由阅读原刊转向以网络查询、下载为主要途径。因

而，科技期刊以印刷型期刊为母本，争取被二次文献索引、摘要，积极加入各种大型信息数据库，并力争自主上网或参加开放

阅读联盟，以及向读者提供免费赠阅、电子邮件发送等服务，建立一个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综合利用其他手段的科技期刊传播

系统，从而实现科技信息传播的及时化、便捷化、大容量、远程化及双向交流，更好地为科技事业发展服务。

关键词# # 互联网# 科技期刊# 科技传播# 传播系统

# # 科技期刊是以刊登学术论文、研究和实（试）验报告、技术

报告等一次性文献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期刊，

它具有出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出版速度快和内容广泛等

特点。科技期刊在传播科技信息的功能方面占有突出地位，

是大众传播中专施科技传播的子系统，它在促进科技自身发

展、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一系列现代化发展，特别是互

联网技术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传播的广泛普及，人们充

分认识到电子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传媒的强大功能和特

性。要发挥科技期刊自身的优越性，既保持期刊原有的特

色，又主动将网络传媒的优势融入到期刊工作中来，促进传

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联盟与融合［$］。巧用各种媒介形成多

媒体整合互动之势，突破科技期刊以往狭窄的传播面和传播

群的局限，特别是积极加入各种期刊数据库，通过互联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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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播，构建网络时代的科技期刊传播系统，最大化地增加

覆盖面，强化读者对期刊的参与度，以提高受众的利用价

值［!］，并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方便。本文就网络时代科技期刊

传播的特点和科技期刊传播系统的构建做一些讨论。

"# 网络时代科技期刊传播的特点

科技期刊的一般传播效果，可以认为主要是受传者对传

播内容的“知晓度”，具体表现为发行量、阅读率、摘转率等；

中度传播效果，应该是在“知晓度”上再加上“ 理解度”，表现

在以上基础上的为引用率［!］。这是传统传播媒介的一般功

能。科技期刊的深度和广度传播，其效果往往能够产生较大

影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转变人们的观念，产生明显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网络时代的科技期刊传播特点体现在传

播方式、手段、范围、内容的不断完善和科技信息的多向互动

和快速运行。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 "# 传播媒介多样化

电子版、互联网在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智

能化的支持下，能够满足知识在全社会的快速流通、大量生

产、复制和传递科技信息的需要，实现传播媒介多样化的高

效科技传播［%］。这种多样化的传播也可以消除综合性学术

期刊的弊端，检索不便的问题可以随着网络化得到一定程度

的解决。

"$ !# 传播速度快捷化

互联网技术具备了超高速和超大容量、多网一体化及双

向传递信息的功能，科技信息转化成光子信号以光速进行传

播，实现科技信息的即时上传和即时接收，提高了传播效率

和速度，使人们能快速地进行学术交流，阅读科技文献，并能

及时了解科研动态，掌握最新科技信息。

"$ %# 传播范围全球化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人们希望能了解彼此的科学技术，并作进一步的

交流和探讨［&］。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全球的科技

信息，同时各地的科技信息又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科技

期刊的广度传播要求打破地区、部门、国别的界限，利用各种

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互联网通过科技传播拓宽科

技知识和信息的应用范围，加快知识创新步伐。

"$ &# 传播内容系统化

单一的科技期刊势单力薄，信息量有限，而经过二次文

献的索引、摘要，以及加入各种大型科技文献数据库，从而可

以达到科技信息的集约、整合、大批量和内容系统化。按不

同专业、学科分类，把一系列相关的科学技术综合成为一个

系统的传播平台，可以保证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在

容量上具有无限的可扩充性，允许大容量传播。读者在互联

网上能够刊名检索、题录检索、关键词检索、作者检索，方便

地下载打印，更好地为受众服务和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 ’# 传播方式互动化

传统的科技期刊只注重于信息的单向发布和传播，而忽

略了信息的反馈和逆向交流，尽管也有征求读者信息、举办

征文和赠阅活动，但其交流方式呆板、费时和效率低下。互

联网和多媒体技术则集成了包括信息留言板、电子公告版

（(()）、科技论坛等科技交流系统和形式，使科技信息的接

收者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实现即时互动传

播，而且可以和系统内注册的信息使用者进行交流，达到作

者、编者、读者的多向交流和交互使用，并且能够自由地选择

信息交流的时间、内容和方式。

!# 网络时代科技期刊传播系统的构建

人类的传播历程表明，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不是媒介的

依次取代，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过程，每一种媒介都有其局

限性，同时又有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在科技传播过

程中，往往是以某一种方式传播为主导的多种传播方式的协

同作用。网络时代的科技期刊的传播系统，应包括印刷型母

本、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多种传播媒介并存，一、二次文献并

重的传播系统。

!$ "# 不断提高科技期刊自身的质量

要想拓宽科技期刊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就必须首先提高

自身的学术质量，增大信息密度，缩短出版周期。规范各种

信息表达，使信息有序化和和系统化，提供论文的摘要、关键

词、分类号、作者通讯地址、电子邮箱等，这些信息可为读者

提供检索入口，便于受众查询作出选择。并且重视论文题

目、关键词、摘要的英文翻译，以方便国外读者进行浏览。

!$ !# 争取被检索类期刊及数据库索引和摘要

在印刷传播时代，检索类科技期刊通过对原始信息进行

著录、标引、分类和摘要，在整合科技创新成果、减少受众的

劳动强度、方便读者检索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随着电子

出版物、大型数据库的诞生，近几年检索类期刊有所萎缩，但

仍有广大的市场，在国内和国际文献信息服务中有重要位

置［’］。这些期刊也大多上网、出版光盘和提供各种服务，所

以不可放弃二次文献的传播功能，继续做好索引、摘要等推

介工作。其中，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在此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收录了我国出

版的自然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 ",,, 余种，在科研绩效评价、

核心期刊检索、重要科研信息的获取等方面具有引领的作

用，社会及管理部门对 )*)+ 的认可，使 )*)+ 的来源期刊在

用户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 %# 通过专业性网站上网

为了适应期刊网络出版的需要，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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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运营期刊网络出版的网站，如“!"#$%#$&’ 科技期刊”。通过

这些网站 实 现 网 上 出 版，编 辑 部 只 要 将 期 刊 内 容 发 送 给

!"#$%#$&’ 网络中心，由其制成网页，全文上网并提供免费或

部分收费的阅览下载等服务。

() *+ 独立建立网站上网

现在也有不少期刊独立建立网站自己上网，在提供现刊

发表内容的同时，根据期刊的特点提供相关信息，如往期回

顾、文摘检索、编读往来、稿约、来稿咨询等，并提供免费赠

阅、电子邮件发送等服务。

() ,+ 参加各种全文数据库

目前，我国比较大型化的数据库有北京清华大学的“ 中

国期刊网”（---) ."#$%/’01$%2) $34)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与万 方 数 据 网 络 中 心 开 发 的“ 中 国 数 字 化 期 刊”（ ---)

."#$%#$&’) 5’6) .$ 7 831#’9#.%2）、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重庆维普

公司的“中文科技期刊”（---) .:#68) .’;) .$）等。它们均具

有集约化出版的特点，国内出版发行的中文期刊，大多数都

是通过这种出版方式代理上网实现其网络化。集约化出版

解决了分散上网在财力、技术、版权等方面的众多问题，也避

免了分散上网期刊多次检索的弊端。因此，它是读者获取科

技信息的重要渠道［<］。

() <+ 加入开放阅读联盟

专业性的大型数据库由于商业利润的目的权限限制较

多，且与现刊出版相比时滞较长（一般为 = > * 月），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研究人员及时获取科技信息。因而，近年来国际上

出现了一种开放存取（?83$ @..3AA，?@）的出版模式，呼吁

向所有网络使用者免费公开更多的科学资源，以促进更好地

利用互联网进行科学交流与出版［B］。开放存取可以使科研

人员的作品被更广泛的传播、引用，提高文章的利用程度和

影响因子，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CC* 年 , 月，中国科学院

院长路甬祥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分别签

署了《柏林宣言》，表明中国科学界支持开放存取的态度。因

而，科技期刊将出版的学术论文存入可以开放的存储库，支

持成果的开放存取，方便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利用和扩大中

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D］。此项工作可由科技期刊

各自以印刷型期刊为母本经数字化后同期（或稍滞后）上网，

随时向读者免费开放阅读。形式有开发自主版权的网络期

刊、依靠主办单位网站实现上网、或者依靠本地信息港实现

上网。但单一的期刊开发范围小，只有通过联盟共享信息资

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开放的目的。目前，中国高等学校自

然科学 学 报 研 究 会 开 设 了“ 开 放 阅 读 期 刊 联 盟 ”网 站

（"448：7 7 ---) .0/A) .’; 7 ’%/A 7 ），会员之间形成了链接网络，各

学报根据开放阅读的要求全文上网或根据读者的要求免费

提供全文服务。

=+ 结语

传播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

说传播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命脉。人类文化的整体以及其

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一个子系统一旦失去了传播，断绝了交

流，就必然会发生窒息、萎缩乃至衰亡。

本文对网络时代的科技期刊传播作了一些宏观思考和

讨论，印刷型科技期刊在各种现代化传播方式发展的今天，

以网络技术为基本依托，综合利用其他传播手段，与各种媒

体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共谋发展，构建科技期刊的传播平

台。结合我刊办刊实际，近几年来，《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加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清华大学“ 光盘版”、

“中国期刊网”、“中国数字化期刊”等多种传播媒介，学报的

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多年的《 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为例，学报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

分别从 EFF< 年的 CG CD=F 和 BF 提高到 (CC* 年的 CG *B= 和

==D；(CC* 年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居被统计的 D* 种综合

类科技期刊第 F 位和 (C 位［F］，这不能不说明是近年来互联

网及多种媒体互动传播效果的体现。

当然，在这一系统的构建过程中，也要注意网络出版的

著作权和版权问题，以及网络化的各种技术问题。每种期刊

经过精心策划和实践，从而实现科技知识的创造者、科技信

息的组织者、技术的开发者和生产的组织者利用科技信息资

源方面的有效合作，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应用过程完整顺

利的进行，更好地为科研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腾飞作出

贡献。

参考文献

E+ 李凤琴，王松鹤) 网络传播的嬗变及其对期刊业的启示) 西安外国

语学院学报，(CC*，E(（(）：F( H F=

(+ 王跃 飞) 学 术 期 刊 深 层 传 播 效 果 初 探) 中 国 出 版，(CC*，（F）：

,< H ,B

=+ 何郁冰) 构建高效科技传播体系的理论思考) 软科学，(CC=，EB

（=）：, H F

*+ 任建红) 试论媒介对科技传播的影响)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CC*，<（=）：(< H (D

,+ 石钟慈) 检索类期刊及其网络数据库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及建

议)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CC,，E<（<）：BBE H BB(

<+ 马爱芳，王宝英，赵建梅) 我国网络科技期刊出版现状及其改进对

策) 编辑学报，(CC,，EB（(）：E(( H E==

B+ 刘金铭) 开放式访问期刊的创建及其对传统期刊的影响) 中国科

技期刊研究，(CC,，E<（=）：(BF H (D=

D+ 胡启恒) 开放获取是科学家的责任) 光明日报，(CC,IEEI(*（<）

F+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CC,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北

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CC,：FE H F(

—,EEE—"448：7 7 J5K/:KL/) 831#’9#.%2A) $34) .$ 7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CC<，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