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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事科学研究和非从事科学研究者都在或多或少地享 

受着科学春天的阳光。然而，中国科技期刊所面临的窘境，以及为十多亿国人健康服务的医护工作者 

(应 用科 学家)如何 获取 出IJ'转 内销的“洋文”信息以提 高工作效率 ，又有多少 国人 关心与知晓。 

忧虑与质疑是 责任 感的 起 点，呐喊 与 理 性 方案 是 责任 感 的 实践 。请 阅读 一 位 忧 国忧刊 的 学 

者—— 游 苏宁的短文“应更有效地利用 国内的研究成果”。推荐此 文，是希望我们 的明天更 美好 。 

应更有效地利用国内的研究成果 
游苏宁 

阅读 1883年 8月 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 ·奥古斯特 ·罗兰在 “为纯 

科学呼吁”一文中指 出⋯ ：“科学不是局限于一个城 

市或 国家的事务，而是整个世界的事业，所以我们所 

有的人在阅读 自己国家的期刊时，也必须同时阅读 

最新 的外 国科 学 期刊 和最 重 要 的外 国协会 的学 

报。”这种对科技期刊 的深刻理解使 我们 找到难觅 

的知音。随着国内高质量论文纷纷在国外特别是高 

影响因子杂志发表 ，所带来 的另外一些 问题应引起 

我们深思。 

1 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科技界表现 出在学术研 究中重名轻 

实、重量轻质、重眼前轻长远、重实利轻学问的现象，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氛 围中，种种浮躁之心 、浮躁之举 

渐行其道，不仅腐蚀学术诚信的土壤 ，而且为学术腐 

败提供 了温床。 

在各级主管部 门的鼓励、鞭策和重奖诱惑下 ，出 

现 了一种 日益明显的倾 向，就是将报道优 秀科 学研 

究成果 的论 文首先投 向国外被美 国科 学引文 索引 

(SCI)收录的高水平 国际期刊上。尽管我 国作者投 

寄论文的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但在 国际权 威杂志和 

业内顶级杂志所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所 占比例仍然极 

低。有关统计资料表 明：1990--2005年我 国 SCI论 

文数 已经从每年 6055篇增加到 45 351篇 ，平 均年 

递增43．3％。以2003年为例 ，全年 SCI论文总数为 

38 092篇，海外期刊发表25 651(67．3％)；中国内 

地期刊发表 12 441(32．7％)，其 中英文版期刊发表 

7475(60．1％ )，中文版期刊刊登 4966(39．9％ )。 

随着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加速和使全世界迅速共享最 

先进科研成果理念 的深入人心，中国的研究成果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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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属于全世界 ，何况我们所信奉 的共产 主义的最 

高理想就是为全人类服务。有鉴于此，我国学者的 

这种做法符合国情和 国策，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 当 

发扬光大。 

2 所面对的现实 

近年来，在 与科研 管理者和许多论文作者交流 

时，言谈话语 中涉及 最 多的英 文缩写就 是“SCI”。 

尽管很多人关心并热衷于 SCI，但恕笔者直言：依 己 

愚见，国内对 SCI津津乐道者 中，绝大多数为叶公好 

龙，真正对其有所 了解者充其量不过十之 一二。为 

了使大家对 SCI有正确 的认识和 了解 ，笔者 曾发表 

过有关文章 ，在 此无需赘述。诚 然 ，目前 的现状 

有助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让世界更好地 了解 中国。 

但它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中国科学家的绝大多数 

优秀科研成果不能为 中国的同行首先获悉，也使得 

国内的科技期刊在学术水平和 国际化方面面临极大 

的困境 。就我国科技期刊而言，绝大多数为 中文版， 

故应该提倡 的办刊策略为 “立足本土 的国际化战 

略” ，即首先要为广 大的 中国读者服务。我们的 

读者大部分为普通科技工作者，不容易看到原版外 

文杂志，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 阅读 外文杂 

志。而这些高质量的科 学论文，一般都是 由各级政 

府资助完成，也就是说是在广 大纳税人 的资助下完 

成的。我们的读者不但都是纳税人 ，而且直接为 中 

国的科技和社会进步服务。因此他们理应从 自己支 

持 的研究成果中获益，促进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如果这些高质量、有影响力的论文只能在国外发表， 

那么论 文审稿和发表 的费用、中文版权 的回购 以及 

国外重要数据 库的使 用等不仅 要耗 费 巨额 国有 资 

源，而且势必使很 多需要 了解本 学科进展的 国人不 

能及 时并方便地享受相关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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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决问题的方案 

针对 目前 的现状，我们认为解决问题 的方案不 

外乎以下 3点，现将各 自的利弊分析如下。 

3．1 由国家制定有关的政策和规定 

要求由国家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优先发表在 中 

文的杂志上 ，这种做法看起来有明显的爱国热情，但 

在实际操作 中可行性不大，而且有悖于 国家 改革开 

放 的政策。尽管我 国投 向国外 的论文不少 ，但发表 

者并不多，除 了论 文的学术水平和写作技巧外，国外 

期刊对我国论文的录用歧 视不 失为 重要原 因之一。 

发达国家的期刊对第三世界的来稿在录用上存在 明 

显歧视，1994年《N Engl J Med}对 100余个发展中 

国家来稿的录用率仅为2％，1991年《Science))对美 

国来稿的录用率为 21．0％，对第三世界 国家则仅 为 

1．4％。即使论文被国外一般的期刊录用 ，结果也不 

容乐观。主要是由于英文表述 、杂志的影响力以及 

权威性等问题 ，读者数不多，也直接影响到科研成果 

的应用和推广。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之初，大批优秀人才出国深 

造时，悲观者认为他们定会一去不返 ，中国的脊梁将 

不复存在 ；时至今 日，雄辩的事实证明不仅学成归国 

者众，而且迟 归者后悔不 已，并 出现 了当年绝不可能 

有的“海待”现象。同理 ，我们对 目前优秀论文的外 

流大可不必杞人忧 天。只要 我们 综合 国力 日益强 

大。优秀的科技论文必将会出现“王者归来”的结局。 

3．2 制定论 文二次发表的有关规定 

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国内的许 多作者对论 文二 

次发表的认识非常模糊，故有必要普及这 方面 的知 

识。在此，将 中华医学会 杂志社关于论 文二次发表 

的声明要点简介如下：(1)作者须征得相关期刊编 

辑部的许可 ，该论文首次发表 的期刊和预计二次发 

表的期刊均 同意发表此文章。作者需向二次发表的 

期刊提供首次发表该论 文编辑部的书面许可，以及 

该 文首次发表的出版 时间和论 文的复 印件、单行本 

或原稿。(2)尊重首次发表的优先权 ，二次发表 的 

时间至少在首次发表 1周后。(3)二次发表 的论文 

应面向不 同的读者群，建议 节选 或摘要刊登。(4) 

二次发表的论文必须完全 忠实于原论 文，真实反 映 

首次发表版本的资料及论 点，论 文作者 的顺序不能 

有改动。(5)在 二次发表 的题 名 中应该指 出，这 是 

某篇首次发表文章的二次发表(完整再版 、节选 、完 

整翻译或节选翻译 )。(6)在二次发表 的题名页脚 

注中，需要告诉读者 、同行和文献机构该文 已经被全 

文或部分发表过，并注明首次发表 的文献处。 

3．3 开辟新的栏 目通过权宜之计解决 目前的问题 

鉴于目前的国情，高质量、有影响、有助于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论文在 国外发表后，应该鼓励在国 内 

以中文形式介绍有关的研 究。为此，中华 内科杂志 

编委会经过认真考虑 ，决定开设“在 国外发表 的优 

秀 中国论文介绍”栏 目，其 目的不仅是有利于加 强 

国内的学术交流，而且让国 内更多读者共享我 国的 

科研成果和相关学科的进展。 

具体的操作 步骤为：对国内作者在国外知名期 

刊 中已经发表的优秀论 文，约请主要作者撰写一篇 

4000字左右 的论文，重点向国 内读者介绍该研 究成 

果 ，其主要作者和内容应 与在 国外 已发表 的论文一 

致。由于是仅向国内读者介绍 ，故该栏 目中的文章 

不必给出英文题 目和英文摘要。论文作者不能把在 

该栏 目中发表的论 文 当作晋升、提级之类用。在题 

名页脚注 中，需要告诉读者、同行和文献机构该文 已 

经被用不 同文种全 文发表过，并注 明首次发表 的文 

献出处。 

通过对矛盾论 的学习，我们知道事物的矛盾并 

非一成不变，而解决矛盾的关键是要抓住各个阶段 

的主要矛盾。就 目前 而言 ，如何 更有效地利用国 内 

的研 究成果 ，通过认真地思考和广泛地调研，我们认 

为在 中文版期刊 中开设“在 国外发表 的优秀 中国论 

文介绍”栏 目应为首选。相信这一权宜之计不仅有 

利于本刊的读者，而且有助于实现 办刊人 的最高追 

求：将科技期刊不仅 办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 

结合的“双效”期刊，而且要达到读者和作者都喜爱 

的“双爱”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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