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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科技期刊出版的特点、问题及发展建议

吴根范　　王　青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杂志社，２１０００３，南京）

摘　要　分析网络环境下科技期刊出版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对
进一步发展网络化的稿件管理系统提出了设想，希望管理体系上

能进一步适应网络出版的发展趋势，促进数字媒体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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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计算机、网络等标志着现代化的技
术已实实在在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信

息的收集、重组、传递、发布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

革［１２］，期刊业基本上告别了传统的“剪刀加糨糊”和

“铅与火”的编辑出版模式，逐渐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网

络化出版时代。

２００６年，杂志社建立了集投稿、审稿、稿件编辑管
理、网刊发行、读者阅读、网络营销，甚至读者反馈信息

等工作于一体的网络化的稿件管理平台［３］，全部工作

在网络环境中实现，从而打破地域限制，提高了编辑工

作效率，促进了编辑与作者、读者以及审稿人之间的互

动与交流。

１　网络化期刊编辑出版的特点

　　１）传统期刊是按季、双月、月等固定的周期出版，
而网络版期刊可做到随时投稿、随时处理、随时录用、

随时上网，即所谓的“即时出版”。《电力系统自动化》

在付印的同时将当期的电子版上传网页，比印刷版提

前半月出版。国内外已有不少期刊把经评审录用的稿

件随时在网上发布，早于印刷版几个月，虽未经编辑加

工和排版，但其创新内容可使读者“先睹为快”，因而

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

２）在网络环境下，编辑和审稿人之间已无地域障
碍。《电力系统自动化》聘请世界各国的知名专家审

稿，同时可方便任何地域的学者投稿，为期刊的国际化

提供了基本条件。

３）网络版期刊可做到个性化出版，即针对不同读
者，提供“对口”的专业版，甚至提供定制版。《电力系

统自动化》将创刊以来的所有文献全部上网，并具有

各种分类检索功能，读者可根据各自的需要，检索到感

兴趣的文献，并可随时下载和打印。

４）网络版可以做到数据库互通、文章链接、搜索
引擎抓取等，使得论文与引证文献之间、作者与论文之

间、主题与论文之间等等都可建立链接，使得信息检索

与获取更加便捷和全面。《电力系统自动化》网络版

上文献作者和引证的期刊文献都可以直接点击形成链

接，检索到作者发表在期刊上的其他文献和引证的期

刊文献内容。

５）网络出版互动性更强。例如：读者可以通过
ＢＢＳ留言板或聊天室，能够一对一或成组地讨论某一
类问题；编辑可兼任版主，引导话题、正确导向，也可设

立专家服务台，为读者服务；利用网络进行问卷调查，

方便读者填写和发送，可获得极高的读者参与度；读者

可以在网上评论文章、参与讨论；等等。

６）未来的网络版期刊可将语言、文字、声音、图像
等过去相互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各种信息传播

方式融为一体，提供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享受。

２　网络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１）作者习惯使用的Ｗｏｒｄ文档编辑软件与大多数
期刊采用的专业排版软件不同，录用后的稿件必须经

专业排版和校对方可刊出，而专业排版软件比较复杂，

排版工作一般都要由专职排版员来承担，责任编辑无

法快速地完成复杂的排版工作，致使稿件发表周期延

长，编辑部校对工作量大，出刊的工作效率不理想。

２）一些编辑不会使用计算机，或者不习惯现有的
计算机屏幕阅读，而且必须通过在纸面上标注排版要

求与专业排版人员沟通，校对后没有专业能力也无法

修改排版上的错误；所以，只能用传统的工作方式进行

编辑、校对，即编辑加工和校对环节仍然在纸面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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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种编辑模式仍在“网络—纸张—网络”之间转

换，未能真正实现无纸化办公。

３）目前网络版期刊只是印刷版期刊的一个“镜
像”，网络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电力系统自动

化》自２００８年起，尝试对网络版进行适当拓展，利用网
络容量、屏幕显示不像印刷版受限制的优势，将文章中

占篇幅较多的图、表和辅助性推导公式以附录的形式

跟随正文发布在网络版上，即印刷版上只刊登正文，而

网络版包括了正文和附录２个部分。这样，可以通过
网络版向读者提供更多、更详细的信息，使得图、表等

资料更丰富、更直观。

４）目前网络版期刊的学术权威性远不如印刷版，
不具备印刷版期刊所特有的学位、职称、科研成果评定

和基金资助等的支持功能。网络空间无限，但仍然只

能发表与印刷版等同数量的文献，更谈不上创建独立

的网络期刊；因此，网络版的即时性、多媒体性、容量的

无限性和发行渠道的便捷性等优势均未真正体现，从

而影响了网络版期刊的发展。

３　网络化期刊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与建议

　　１）进一步确保安全性。网络在带给人们便利性
的同时，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问题愈发重要。建议采

用双机冗余系统，即２台同样的计算机系统互为备份，
一台在线工作，另一台实时备份同样的信息，一旦在线

工作的服务器受到网络病毒或黑客攻击退出，另一台

备份服务器立刻进入在线工作状态。退出工作的服务

器在修复后再作为备份系统，随时准备进入工作状态。

其中，实时通信环节是确保信息完整性的重要保证。

２）进一步加强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互动。作者、
读者注册时已填写了研究方向和电子信箱，系统可根

据需要向同一研究方向的作者群发征文通知、编辑部

最新通告、问卷调查等重要信息，进一步挖掘了作者和

读者资源，实现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信息沟通。

３）进一步加强作者与读者的互动。采取恰当的方
式增强读者对每一篇发布稿件的点评功能，使读者直接

对稿件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质疑，这些意见将通过电子函

件直接转发给稿件的通信作者，作者收到函件后可登录

网站，回答读者的提问。通过这样的互动，使得网站真

正成为作者与读者进行学术讨论的平台。

４）进一步挖掘网络媒体的优势。网络媒体可将
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信息传播方式“融为一

体”，提供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享受，因此，网络版期刊

不能仅是印刷版的“镜像”。可将印刷版被压缩掉的

更详细的论证过程、彩色图示，甚至更形象化的动态图

形等资料发布在网络版上，供感兴趣的读者查阅，帮助

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论文内容。此外，印刷版的容量和

编辑部工作精力有限，使得很多有阅读价值的稿件被

拒之门外，如果网络版在学位答辩、职称评聘、科研成

果鉴定和基金资助等方面被管理部门认可，将有可能

发布更多的稿件和相关信息。

５）进一步改进期刊排版功能。制约期刊网络化发展
的瓶颈，主要还是技术支持，一旦有操作更为简单的编排

软件，尤其是作者投稿与期刊出版采用相同的排版软件，

再辅以更加智能化的校对软件，编辑部加工和排版环节

则不需要纸张和案头工作，那么，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将进

一步提高，无纸化的编辑出版流程将成为现实。

４　结语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最大优势是有优良的互
动性和不受地域限制的可扩展性，如果不能充分利用

这些特性，而简单地将期刊“搬”上网，就会造成资源

的巨大浪费；因此，科技期刊编辑绝不能墨守成规，要

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努力应对挑战［４７］，为科技期刊

实现网络化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虽然网络版期刊具有印刷版期刊无可比拟的种种

优势，但印刷版期刊不需要任何阅读装置可随时随地

阅读；装帧精美的权威性学术期刊可摆放在读者的书

案、书柜中具有良好的装饰性；印刷版更方便读者反复

研读和揣摩，在学位答辩、职称评聘、科研成果鉴定和

项目资助等方面具有极强的支持、评价功效。因此，网

络版期刊与印刷版期刊是期刊出版的不同形式，必将

共存，互为补充。所以，我们在大力促进期刊实现网络

化的同时，仍要办好纸质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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