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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园艺》《碳中和》《检验医学发现》等

11 本新刊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高起点新刊”；2024 年，22 本期刊被《期刊引证

报告》（JCR）收录，20 本期刊获得影响因子，

12 本 期 刊 进 入 学 科 Q1 区（领 域 内 期 刊 前

25%）……这是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

称“上海交大”）主办期刊取得的成果。

2019 年，随着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

划出台，上海交大将科技期刊发展写入学校

的 专 项 规 划 ，持 续 加 大 投 入 创 办 高 起 点 新

刊。4 年多来，上海交大期刊数量从 58 本增

至 77 本，多本期刊的影响因子成倍上升。

依托优势学科“孵化”
优质新刊

科睿唯安发布的 2023 年度 JCR 显示，上

海交大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纳微快报》以

31.6 分的得分领跑上海英文学术期刊，首次

挺进世界百强（排名第五十九）；在材料科学、

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应用物理学 3 个学科领

域均位居全球前 3%。

“我国处在纳米研究的前沿，通过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据库检索，全球近 1/3 的与

纳米研究相关的论文来自中国。”《纳微快报》

一名编辑说，上海交大 2005 年成立的微纳科

学技术研究院（现微纳电子学系）是国内较早

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

当时，国内外纳米、微米领域优秀的科

研成果层出不穷，但与之相关的高水平科技

期刊却很少。“我们意识到，迫切需要创办一

本纳微米交叉学科领域的高水平国际学术

期刊，发表优质原创成果，引领学术方向。”

2009 年，从事纳米材料与器件研究多年的上

海交大教授张亚非决定带领团队创办一本

高 水 平 国 际 科 技 期 刊 ，《纳 微 快 报》由 此

诞生。

《纳微快报》一名编辑说，十几年间，期刊

不仅见证、首发了许多中国纳米科技研究成

果，还汇集了大批纳米科技领域的中外顶尖

专家，现有的 83 名编委中，国际编委人数超过

一半，审稿人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创办新刊，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符合

‘ 四 个 面 向 ’要 求 ，还 要 考 虑 全 球 学 术 界 需

要。”上海交大期刊中心主任谈毅认为，评判

一本期刊是否优质，要看能否引领创新、促进

人才培养、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等。

2019 年创刊的《超导》，同样是以学校优

势学科作为出发点，依托一流学科实验室“孵

化”的新期刊。

“我国学者在超导领域每年论文发表量

较大，上海经过多年培育已经发展成全国超

导学术研究和产业应用的高地。然而，世界

上尚未有聚焦超导全要素研究的综合期刊。”

《超导》编辑部主任王亚伟 2020 年来到上海交

大任教，全程参与办刊，短时间内接触到了大

批该领域海内外知名科学家。目前《超导》由

11 名中外专家担任编委。

“上海交大 18 个‘双一流’建设学科中，14
个有自己创办的期刊。这些期刊在支撑学术

出版和助推学科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谈

毅表示，新兴学科、学术前沿是中国科技期刊

崛起的机遇。当某一领域出现有针对性的发

表平台时，往往能迅速聚集一批优秀作者，期

刊影响力也将快速提升。因此，应抢先在新

兴学科领域布局一批科技期刊，设置一些热

点专题，引领学科研究方向。

期刊中心集约化管理，
提供运营、推广等专业支持

通常，一本新刊第一年稿源依靠创始团

队的学术影响力，第二年就很容易出现投稿

量大幅下降的情况。《超导》却是个例外。“去

年开始，我们依托出版社、学校期刊中心、创

始团队，增加期刊影响力，海外投稿量已经超

过国内，其中大部分稿源来自国外知名学者

团队。”王亚伟说。

办刊过程中，王亚伟接触最多的除了编

委和作者，就是出版人团队。在期刊中心，主

任助理潘飞带领几名出版人同时服务《超导》

等几十本校办期刊。和国外出版集团洽谈合

作、申请刊号，期刊论文发表后的推广，学术

会议举办渠道洽谈等期刊发展中的重要环

节，都有出版人全程指导服务。

“在国外的出版集团里，一个出版人可以同

时管理十几本期刊，让科技期刊的编辑、主编专

注于期刊内容。”谈毅认为，“大部分高校出版社

主要以学术著作、教材的出版为主，而科技期刊

出版则是与之完全不同的细分领域，需要专业

的编务、运营、推广等方面的支持。”

2019 年，上海交大成立集约化管理的期

刊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细化专业分工，让一

名运营人员对接几本刊物，推动市场化运营。

“以前，编辑人员要自己跑各个部门办理年

检、申报奖项、申请办刊经费等，如今，这些事情

全部由期刊中心代办，编辑人员就可以专注于

学术编辑的工作。”《纳微快报》一名编辑表示。

同时，在扶持期刊发展上，上海交大重点

选拔扶持“种子”选手。 2020 年起，《纳微快

报》获得上海交大每年 100 多万元专项办刊经

费支持。纳入期刊中心管理后，《纳微快报》

的影响因子从 9 分左右跃升至 31.6 分，社交媒

体上的关注人数涨至 18 万多，近 3 年投稿量

均超过 2000 篇/年，且每年增长 300 多篇。

“期刊中心主要发挥服务、支撑功能。”潘

飞说，我们将期刊分为 A、B、C3 个等级，每年

通过实施一些竞争性项目，对期刊给予分级

资助。比如《超导》2021 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获得 50 万元办刊

经费支持，被期刊中心评定为 A 类刊，上海交

大也提供配套经费支持，支付出版社前 3 年的

出版费用。

开放办刊，扩大科技期刊
的国际“朋友圈”

目前，上海交大期刊中心与多家国外出

版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每本期刊的

定位，选择和不同的出版商合作。“首先显现

的作用是投审稿系统的使用费用大幅下降，

单刊很难有这个优惠价格。”《纳微快报》一名

编辑说。

“只要是能够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拓展国

际合作空间的平台，我们都愿意尝试与之合

作。”谈毅表示，为了提升期刊的竞争力，上海

交大坚持放眼全球、开放办刊的理念，想方设

法把校外、海外的资源引进来。同时，不只几

家大型出版集团，一些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中

小型海外出版商，也加入了上海交大期刊中

心的“朋友圈”。

潘飞认为，科技期刊以内容为王，但不能

理解为只注重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拓宽学术

的 视 野 ，提 升 学 术 交 流 交 往 和 组 织 策 划 能

力。为此，上海交大期刊中心在组织或参加

期刊出版领域的活动时，也会把校办期刊的

编辑们推荐到讲台上。“尽可能为他们创造交

流、展示的机会。”潘飞说。

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是高校学术期刊提

升质量的关键，上海交大期刊中心从学校层

面搭建对外沟通的平台，提供更多相关配套

服务，力求打造有特色、高水平的高校期刊

集群。

2023 年，上海交大期刊中心作为牵头单

位，成立了由 15 家高校期刊管理部门参与的

高校卓越期刊建设联盟。联盟旨在为高校期

刊管理工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围绕卓越期刊

建设与发展、期刊顶层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

探讨，分享高校期刊管理工作经验，促进高校

期刊的发展与提升。

“校办期刊‘借船出海’走出去后，下一步

要考虑的是如何登上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平

台。”谈毅说。今年，上海交大启动了医工交

叉期刊专项资助计划，提升医工交叉研究国

际竞争力，以开放交流合作促进校办科技期

刊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制定专项规划，培育高起点期刊

科技新刊，如何迈向卓越
本报记者 黄晓慧

依托优势学科“孵化”新
刊，集约化管理实现专业化
办刊，开放办刊引入各方资
源……多年来，上海交通大
学持续加大投入创办高起点
新刊，探索以期刊平台促进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
流和成果转化，不断提高科
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推动
科技创新。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R

本报合肥 10月 8日电 （记者徐靖）记者从安徽省量子

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及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获悉：

近日，我国首条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链启动升级扩建。自主

量子芯片生产、整机组装等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核心环节将

进一步提升，我国超导量子计算机自主制造能力增强。

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贾志龙介绍：

“我国第一条量子芯片生产线研制的 72 比特‘悟空芯’已在

‘本源悟空’上稳定运行超 9 个月。目前，我们正在扩大该

生产线规模，力求开发出性能更优、比特数更高、稳定性更

强的新一代超导量子芯片。”

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现有整机组装间也开始扩容。安

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孔伟成介绍，现有整机

组装间至多容纳 5 台超导量子计算机同时组装，扩建后将

满足同时组装至少 8 台超导量子计算机整机需求。

今年 1 月 6 日，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

悟空”上线运行，目前已经完成 133 个国家和地区发送的 27
万个量子计算任务。

我国首条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链启动升级扩建

本报济南 10月 8日电 （记者肖家鑫）记者日前从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4 年国庆假期，山东重点监测

的 200 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2608.6 万人次、营业收入 15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4.1%和 12.3%。

山东各地积极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丰富旅游体验。曲阜孔子博物馆推出主题研学课，泰安举

办“对话孔子 高山仰止”跟着孔子游泰山活动；德州齐河

县将黄河文化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打造黄河国际生态城

旅游度假区；济南明水古城推出夜游活动，激发文旅活力。

山东围绕促进假期文旅消费，抓好进一步提振文旅市

场 12 个方面 100 多条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以“畅游齐鲁

乐享十一”为主题开展宣推活动 1200 余场次，实施景区门

票优惠等惠民举措。据不完全统计，国庆假期山东省共组

织各类节庆活动 8000 多场次，参与人次达 4300 多万，直接

带动消费 23 亿元以上。

山东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

本报北京 10月 8日电 （记者潘俊强）日前，第八届中

国戏曲文化周为期 7 天的主场活动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中

国戏曲文化周作为北京“演艺之都”建设的重要品牌，围绕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京津冀协同发展 10 周年，以“中国梦·
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持续举办群众喜爱、乐于参与的嘉

年华活动。

梨园雅韵声声慢，精品佳作连台演。此次戏曲文化周

包括“梨园精品”“梨园嘉年华”“梨园传戏”三大板块，开展

精品大戏展、京津冀名家汇、地方戏展演、戏曲（艺术）产业

博览等十二大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 48 家院团汇聚一堂，

带来了近百场涉及 36 个剧种的专业演出。

第八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举办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董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