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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等翻译汇编类期刊发展的思考
———以《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为例

程朋军　　颜　帅
北京林业大学期刊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３，北京

摘　要　以《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为例，总结并分析制
约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系列刊物发展的主要因素，如版权、出版时
滞、作者积极性、编委会作用、经济效益和期刊引证等，并提出

保障翻译汇编类期刊良好发展须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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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的科研投入逐年增加，科研论文产

量也随之节节攀升。这些科研成果，除部分在海外或

国内的英文期刊上发表之外，大量的则是发表在国内

的各类学术期刊上，其中不乏高水平的论文。随着科

技领域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英语成为了一种通用

的语言，因此，语言上的障碍无疑变成了我国不少科研

工作者向世界展示或获知高影响力成果的绊脚石。

我国虽有少数期刊，以翻译再版的形式来介绍这

些成果，如《美国医学会杂志》（中文版），多年来定期

将《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展现给国内

读者，为我国医学领域的同行了解国外先进的医学成

果作出了大的贡献［１］，但难以达到宣传自我成果的目

的。以摘要形式汇编的二次文献期刊也应运而生，如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英文版），定期收集国内各行业

中文科技期刊的英文摘要条目，汇编出版；但由于篇幅

限制，这类期刊也难以将这些成果的精华全面、集中地

反映出来，大大降低了这些信息的影响力。

基于以上情况，教育部在本世纪初作出了将我国

科研领域，尤其是高校取得的优秀成果向全球集中展

示的决定。２００６年，《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大型学术系列英文
刊物诞生了，其旨在加强我国各科技行业与世界的学

术交流，提升我国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的国际学术地

位。该系列刊物包括２０多卷，涵盖理工文管商史哲等
各学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首批刊物于２００６出
版。内容选自我国各行业科技期刊中的优秀稿件，经

全文翻译后在此系列刊物上发表。其中，《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以下简称《林学卷》），考虑到北京林业
大学在中国林业领域的学术地位、长期的办刊经验和

推广行业成果的积极态度，由北京林业大学承办，由北

京林业大学期刊编辑部负责印前工作，具体包括稿件

初选、分类、送专家遴选、组织作者翻译、语言及格式加

工、校对、组刊等。至笔者撰稿之日，该系列部分刊物

已走过５年历程。办刊过程中，一直面临着诸多问题
和困扰。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林学卷》在内的部分刊

物已经停刊，有必要对此类刊物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

并总结经验教训。笔者将总结并分析在《林学卷》数

年办刊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制约因素，以期为翻译汇编

类刊物的发展提供参考。

１　制约因素及分析

１１　版权　《林学卷》上发表的文章，主要译自国内
主要的林业类或与林业相关的期刊上刊载的中文文

章。这种用不同语言在不同刊物重复发表同一内容的

文章，只要注明原著来源，本无可非议［２］；但随着学术

界对版权问题的日益重视，如今这些期刊绝大多数已

在作者投稿时或作品发表前与作者签订了版权转让合

同。被转让的版权中多包括了作品的翻译权和汇编

权，或规定作者若将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在其他刊物

发表，须取得原期刊出版方的同意；因此，《林学卷》若

想顺利发表这些作品的翻译版，原则上必须取得原刊

出版方书面的版权“二次转让”许可，方能避免日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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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的著作权纠纷［３４］。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办

刊难度，因为《林学卷》所涉及到的中文期刊源就多达

六七十种，常选的也有近２０种。《林学卷》主办单位
与这些期刊出版方一一签订协议并非易事，尤其是近

年来作者认可度越来越高的部分专业类期刊，在对待

此事的态度上尤为谨慎，甚至直言反对转让其刊载作

品的相应权利。此外，部分在国内业界影响较大的期

刊，早已意识到期刊国际化的重要性，已与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等
出版社达成了协议，将这些期刊上学术质量较高的文

章，定期译为英文，放于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上以扩大
刊物的影响。而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恰恰是

《林学卷》译文的重要来源，编辑人员不得不慎选、少

选或不选这些期刊的文章，这无疑使刊物的分量有所

折扣，不能充分体现刊物“前沿性”的定位思想。总的

来说，版权问题，是在期刊出版机制或行规方面制约

《林学卷》等期刊发展的主要因素。

１２　出版时滞　众所周知，从作者投稿，到出版方决
定录用并最终发表作品，需经历一定的时间，称为出版

时滞。出版时滞的长短，与刊物的专业类别、编辑工作

效率等因素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国内林业期刊的出

版时滞偏长已是不争的事实，平均达到１年左右，这与
笔者所调查的国外主流林业期刊的出版时滞相差４～
６月［５］。漫长的出版时滞已经妨碍了作者进行快速学

术交流目的的实现，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系类刊物，包
括《林学卷》，则无疑加剧了这一弊端；因为该刊选译

的文章，已在原中文刊物上发表至少６个月，最长的近
１８个月。加之从选文、专家遴选、作者翻译，到最后发
表，又需经过至少６个月。这种双重时滞的叠加严重
降低了学术论文的时效性，使其应当承载的及时促进

学术传播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也减弱了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系列刊物的影响力。
１３　作者积极性　在承办《林学卷》的过程中，编辑
人员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保证刊物的稿源。在专

家将编辑初选的稿件再次遴选出来之后，编辑人员需

要与作者沟通，使其对该刊物有初步的了解，并说服作

者在规定时间内（通常１～２个月）将其作品翻译成英
文。虽然往往初时信心满满，但热情却常遭遇冷水。

影响作者积极性的因素很多。在几年的工作中，

我们了解到，很多作者当初用中文发表其论文，就是因

为英文写作水平不够，或者时间紧张无暇用英文撰写。

一旦文章以中文形式发表出来，作者对另换文种重复

发表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或者直接以水平欠缺或工

作繁忙为借口拒绝翻译该文。其次，《林学卷》创刊时

间不长，且因其属翻译类而非原创性期刊的最初定位，

很难被ＥＩ、ＳＣＩ等国内学术界推崇的权威检索系统认

可和收录。对那些竞争较为激烈的科研院所的作者来

说，从衡量科研业绩方面考虑，在此刊发表翻译文章并

不能为其带来多少价值。再者，一部分作者虽然并不

看重刊物是否被ＥＩ或ＳＣＩ检索，但其所在单位对翻译
类作品的界定尚未明确，即用不同文种发表同一项科

研成果是否能为其职称晋升或其他奖励增加筹码，还

有待考虑。最后，即使在国内，《林学卷》也未被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等列为“核心期刊”，这也往
往让作者对该刊敬而远之。

作者积极性不高，使得《林学卷》的论文产出率始

终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常有１／２甚至更多的作者拒绝
翻译或最终杳无音信。这是在操作或执行层面上制约

该刊以及类似翻译类期刊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４　编委会　优秀的期刊，其主编和编委会应能起到
主导作用，能对刊物的发展规划等提出行之有效的建

设性意见，并身体力行参与到刊物的具体事务中来，如

组稿、审稿或撰稿等［６］；但《林学卷》创刊以来，由于其

确定的翻译类期刊路线，使得很多编委会成员对刊物

的热情递减。多数编委为各行业的学科带头人，平日

工作繁忙，对诸如选稿等较为费时的工作，实难做到亲

力亲为；所以，该刊的选稿工作，除初选之外，大部分为

非编委会成员来完成。久而久之，编委会大多数成员

成了“挂名”编委，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使刊物走上

了编辑办刊而非学者办刊的道路，对刊物的发展造成

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１５　经济效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系列刊物的办刊经
费来自于上级拨款，与其他很多国内学术期刊一样，

《林学卷》的经济效益甚微，国内订户寥寥无几。虽然

该系列刊的海外销售交由德国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集团代
理，其成熟的期刊出版和经营经验可以给刊物带来一

定的经济回报，但与期刊的投入相比，则仍然微不足

道。若过分强调此类期刊的市场化经营和经济效益，

该系列刊的未来之路势必会更加艰难。

１６　期刊引证　期刊的知名度与期刊的引证情况密
切相关，一种有着高被引用率的期刊必然会很快引起

学术界的关注，直接的得益就是期刊影响因子的提高，

继而带来更多的投稿、广告甚至可观的经济效益；因

此，期刊的引证，是反映一种期刊知名度的内在因子。

为了提高期刊引证，国内不少期刊不惜采取各种措施，

以获取统计数据上的“美观”；然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系列刊物的出现，虽不会对原发中文刊物的被引用频

次产生致命的影响，却多多少少降低了原发中文刊物

的被引用率，这对期望在国际上产生知名度的某些期

刊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对于母语非中文的读者来

说，在撰稿时显然更愿意引用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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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信息量更全的文献，而非那篇只能读懂题名和摘要

的中文原文。基于这种情况，国内部分期刊并不太愿

意让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在期刊引证上分一杯羹，因而
降低了合作意愿。迄今为止，《林学卷》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上的被引次数也仅仅３０多次，远远达不到同类优
秀期刊的水平。

２　发展建议

　　笔者所列举的以上几个因素，尚不能囊括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系列刊物在办刊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困
难。尽管该系列刊物中有几种已经被 ＳＣＩ或 Ｍｅｄｌｉｎｅ
等权威检索系统收录，但都是以牺牲该系列的最初定

位而转为原创期刊为代价取得的。应当说，该系类刊

物的发起者———我国高等教育部门的初衷是非常好

的，无论是在宣传我国优秀学术成果方面还是创立我

国自主的学术期刊品牌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包括

《林学卷》在内的部分刊物停刊，实在非常令人惋惜。

其原因除了如上所述之外，或许还与相关部门的战略

决策有关。

２００９年我国推出了《求是》英文版，这是继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系列刊物创刊后中国政府为扩大我国科
学的国际话语权而实施的“走出去”方针的又一力举。

《求是》英文版的内容亦主要选自中文版的《红旗文

稿》和《求是》，经翻译汇编后出版，目前已取得较好的

反响。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只要在坚定贯彻向全世

界推广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和科研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的前提下，能及时认识到以上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系列刊物还是有良好前景的。笔者
认为，翻译汇编类期刊的顺利发展应注意从以下几个

方面加以保障。

１）应注重主管部门决策意见的延续性。期刊品
牌的创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放眼全球，那些

知名的学术期刊无不是经过多年的积累并不懈地坚持

自己的特色之后才形成良好的口碑的。

２）对待翻译汇编类期刊，主管部门应正确认识该
类期刊的定位，客观地予以评价，应看到学术期刊传播

学术、促进交流的本质作用，不应过分强调其他类型的

期刊所推崇的影响因子等指标。

３）上级部门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证翻译
汇编类期刊的办刊经费，重视期刊所起的学术传播效

应和社会效应，不能急功近利，过早地期待期刊在短时

间内取得经济效益。

４）在其他一些技术层面的措施上，对于内容来源
广泛的期刊，可由主管部门下达文件解决选文版权转

让协议问题，切实排除刊物的后顾之忧；与选文来源期

刊合作，组织广泛、高效、务实的编委会，在中文原始稿

件审定后，即由审稿人决定是否可以翻译该稿件进行

汇编，以缩短出版时滞。对愿意进行翻译并愿意在此

类期刊上发表的作者给予实质性的奖励，以提高他们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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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种出版类期刊１１项统计指标一览表

刊　名
来源

文献量

文献

选出率

总被引

频次

影响

因子

即年

指标
他引率

引用

刊数
ｈ指数

平均

引文数
地区数

基金

论文比

编辑学报 ２２７ ０．９８ ２３２９ １．３６８ ０．２４２ ０．７６ ３８０ １２ ９．４５ ２５ ０．２０３
编辑学刊 １２３ ０．８３ ２２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７ ０．９８ １０８ ３ ０．７６ １５ ０
编辑之友 ４８０ ０．９６ ６２９ ０．２１６ ０．０６３ ０．９３ ２２８ ５ ３．１７ ３０ ０．１３１
出版发行研究 ３０４ ０．９５ ６１６ ０．３６４ ０．０８９ ０．９１ １８５ ６ ３．８４ ２４ ０．１２８
科技与出版 ２３９ ０．９１ ４７７ ０．４６１ ０．０７１ ０．８６ １５７ ７ ２．７１ ２０ ０．０９６
中国编辑 １４２ ０．９２ ２５２ ０．２１８ ０．０９２ ０．９８ ９８ ４ １．１２ ２３ ０．０１４
中国出版 ５６６ １．００ ５１６ ０．２９６ ０．０９７ ０．８３ １９３ ４ ３．３１ ２９ ０．１４１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４４ １．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８９６ ０．２６２ ０．６９ ２７４ １１ ９．６４ ２７ ０．２５８

（摘自《２０１１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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