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文化文化2024年 2月 5日 星期一

!!"!

!"#$%&'()*+,-./0121345#
667789":#$;<=>?@ABC'DE0=>F
# GHIJ:0#KLM:0NO89":0@AF# PQ
8":0RSTJ 6U5#:0VWXC89":06T#
$:Y9Z[\Y];< _̂̀ àbBC'c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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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制机制，激发
期刊编辑人员积极性

吕建华：优秀的科技期刊编辑需要具备

敏锐的科学眼光和较高的学术判断能力。我

国的科技期刊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高校、协

会等机构，优点是较为规范，但也存在办刊内

生动力不足等情况。实际上，科技期刊办得

好是可以实现盈利的，期刊的影响力和公信

力越高，优秀论文的作者就越愿意来投稿，订

阅量也会提升，从而改善期刊经营状况，进而

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

程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领域、新知

识不断涌现，优秀的科技期刊编辑要具备持

续学习的能力，紧跟科研动态，不断拓展知识

面和专业能力。目前，大部分国内科技期刊

在编辑人员待遇、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空间等

方面还有待提高。近年来，国外出版集团纷

纷在国内设立办事机构，抢滩布局。面对竞

争，国内科技期刊亟须制度创新，在引才、留

人等方面探索更灵活的制度，以激发编辑人

员办刊的工作积极性。

吴尚之：要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落实

和完善人才政策措施。在科技期刊人才管理

使用方面，给予一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期

刊主管主办单位要在岗位设计、业绩考核、职

业荣誉等各个方面，针对优秀期刊人才出台

相应的专项支持措施。要优化人才结构，加强

人才布局。科技期刊人才的培养，要适应事业

发展、技术进步、产业转型的要求，加强针对

性、前瞻性，逐步解决人才结构失衡问题。在

科技期刊出版单位中，青年编辑出版人员是

主体。除了以事业留人，还要以待遇留人、以

服务留人，让青年人才能够安身、安心、安业。

坚持学术为本，不断
提升国际影响力

吕建华：影响因子能说明期刊的受关注程

度，但不能等同于国际影响力。发表重要的科

研成果、高质量的论文是科技期刊的立刊之

本。好的科技期刊应具备国际视野，聚焦领域

内前瞻性研究。以大气科学为例，中国的学者

也可以关注国外的气象问题，中国的科技期刊

也可以刊发有关国外气象的研究成果。只有

期刊重视发表研究全世界科学问题的论文，才

能吸引世界范围优秀的科学家前来

投稿。

程磊：影响因子可以衡量期刊对学术界

和科研成果知名度的影响力，但高影响因子

不能与高国际影响力画等号。期刊真正的影

响力取决于发表论文的质量。回溯《细胞研

究》30 多年的成长之路，坚持把论文质量作

为重中之重，是其能够从一本普通期刊跃升

为 生 命 科 学 领 域 重 要 国 际 期 刊 的 原 因 之

一。从早期通过邀请顶尖科学家发表综述

来提高引用率、影响因子，到近年来改善发表

环境、为优秀稿件建立“快审快发”的绿色通

道，不断发表“概念首创”的原创成果，《细胞

研究》依靠发表重要科研成果积累了在业内

的口碑和影响力。

刘兴平：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

显著增长，但是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度还不

够高，发表重要原始创新成果还不够多，在提

升国际影响力方面还需持续努力。要坚持学

术为本，重视期刊刊载成果本身的创新意义、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时刻关注本领域重大

科学进展和发现，有针对性地组约高水平团

队最新成果，第一时间抢抓优质稿源，以质取

胜锻造期刊学术品牌。要吸纳国际优秀办刊

人才，建立与全球顶尖学术会议、一流科研机

构、知名学者社区的常态化联系，积极邀约优

质稿件。要应用先进的数字出版平台，增强

发表服务能力，通过多种渠道加大成果传播

推广，扩大品牌影响力。还要从“小而精”向

“大而强”转变，有意识地提升期刊载文量，扩

大期刊作者群体。

展示重要成果，为青年
科学家提供舞台

吕建华：很多国内英文科技期刊采用“借

船出海”模式，和国际出版集团合作，采取开

放获取模式，但论文带来的订阅收益大部分

归平台所有。我们应加快建设有国际影响力

的自有出版平台。目前，国内有很多青年科

学家正在探索，例如由百余位青年科技工作

者共同创办的《创新》（《The Innovation》），是

一本综合性期刊，完全由青年科学家自发组

织运营，令人耳目一新。

程磊：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人之间是互

相促进的关系，在科技期刊这个学术平台上

共同推进科学发展。2018 年开始，《细胞研

究》编辑部每年都会组织召开国际高端学术

会议“Cell Research 分子细胞科学国际研讨

会”，邀请国际顶尖科学家来做学术交流，同

时为青年科学家提供舞台，并通过举办国际

学术会议掌握学术主动权。

刘兴平：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期刊作为

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技术研发和应用桥梁平

台的重要作用，需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展

示重要成果。既要密切联系一线专家学者，

发现、组约优质论文，也要扩大稿件范围，提

升发文规模，把自身打造成承载高水平成果

的平台。二是引领催化学科发展。要积极

研判学科前沿发展方向，围绕热点策划组织

重大学术会议，繁荣学术交流，促进学科传

承和创新。三是深化产学研融合。要聚焦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研项目、重大技术

创新，发表在工程实践中所取得的重大科技

成就，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化到生产

应用中去，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相关专家学者探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

加快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喻思南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科技期

刊快速发展，学术影响力持续增强。日前，

记者从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上获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实施 4 年多来，我国世界一流期刊建设取

得新成效，影响力进入本学科国际排名前

5%和前 25%的期刊数量分别增长 5.6 倍和

1.8 倍。本期报道特邀 4 位专家学者，探讨

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相关问题，探索如何加

快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

——编 者

■科技自立自强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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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灯啦！”2 月 2 日晚 8 点，330 多

组秦淮花灯在江苏省南京市白鹭洲公

园、夫子庙、老门东、秦淮河水上环线

以及周边街区同时点亮，为第三十八

届秦淮灯会拉开序幕。

置身灯会主会场白鹭洲公园，仿

佛穿越到明代画作《上元灯彩图》之

中：一组组花灯与一盏盏灯笼相映成

趣，营造出店铺林立的氛围和热闹场

景……与家人同来赏灯的市民邓先生

说，每组灯似乎都有一个小故事，整个

公园的灯盏连成一片，又形成展现传

统民俗的“多幕剧”。

“今年灯会最大的创新之处是营

造沉浸式游园体验，灯组与灯组、灯组

与游客，都是有互动的，人在灯中走，

如在画中游。”南京秦淮灯彩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颜清介绍，为了

让沉浸式体验生动有趣，今年灯会从

光源、造型到布景，都进行了创新：灯

组的内透光采用明亮的 LED 灯源，舞

台光影秀用“水幕+纱幕+实景演出”

的方式，移步换景，虚实结合。同时，

过桥、舞龙等传统民俗元素，也通过小

吃市集及演出活动“镶嵌”其间。

在距离白鹭洲公园不远的秦淮非

遗馆一楼，来自各地的灯彩陆续点亮，

与室外灯彩交相辉映。这是今年灯会

的另一大看点。颜清介绍，今年首次

邀请了潮州花灯、湟源排灯等 15 个灯

彩非遗项目，以及淄博花灯会、自贡灯

会等 11 个灯会非遗项目集中展示，让游客更全面地体验传统

灯会文化。

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殷晟介绍，秦

淮灯会是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扎灯、观灯、买灯、玩灯和闹灯等

民俗文化活动。如今，秦淮灯会不仅成为南京的文化名片，还

直接拉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在南京，每年灯会上必不可少的就是灯市。从正月初一

到正月十八，主会场旁近 100 米的长街上灯光璀璨。秦淮灯

会非遗传承人和民间手工艺者在这里展示、销售花灯，还会现

场教学，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

80 岁的秦淮灯会省级非遗传承人曹真荣，参与灯市近 60
年，“几个月前我就开始准备今年的花灯，一直忙到现在。”剪

刀、胶水和尺子，是摆在曹真荣桌前的“老三样”。细看之下，

今年的龙灯又有所创新。“爪要有劲、眼睛要有神，展现出一种

新的形象、气势。”曹真荣介绍。

传承与创新，在曹真荣同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女儿曹

红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我们在延续老材料、老工具、老技

艺的基础上尝试创新。例如，以碳钢代替部分竹篾做骨架更

牢固，用无纺布与皱纹纸相结合塑造更多细节……”曹红介

绍，今年灯会上还有卡通图案、动漫人物花灯，将吸引更多年

轻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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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张芳曼

嘉 宾：
刘 兴 平（中国科协科学技术

创新部部长）
吴尚之（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吕 建 华（中山大学大气科学

学院教授）
程 磊（《细胞研究》编辑部

主任）

数据来源：中国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