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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进化生物学及古鸟类学家, 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根据周忠和院士2021年9月13日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十周年回顾暨新时

代的科技出版”论坛上的相关报告整理, 并经其本人审定.

您认为科技期刊的主要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忠和: 自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世界上第一本正式

的学术期刊《哲学会刊》以来,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了3万余

种同行评议学术期刊. 经历了350余年的发展, 科技期刊仍然

具有《哲学会刊》所倡导的四项基本功能: 一是注册功能,
即作者学术思想的优先权; 二是同行评议功能, 主要目的是

保证论文的质量并获取同行认可; 三是传播功能, 即把科学

发现传播出去; 四是文献储存功能, 即以存档形式以备未来

的引用和考证.
我认为科技期刊上述基本的核心功能还是依然有效, 但

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一方面是出版, 尤其是随着网络技

术的发展, 出版与传播形式发生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是随着

科技快速发展, 期刊的社会功能不断加强, 包括学术评价、

政策制定、成果转化、文化建设等.
举两个小的例子说明科技期刊对社会的影响. 一个是在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 科技期刊发出了很

多声音, 尤其在西方某些国家破坏、干预科学防疫或者科学

决策的时候, 科学界通过期刊发出一些正面的声音. 另外一

个是传统观点认为科技期刊本来是期刊, 与政治无关, 但是

针对美国总统选举, Science等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可见

科技期刊的作用, 尤其是社会功能在不断加大.

有观点认为, 科技期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在国
家或地区的科技水平或竞争力, 您如何认为?

周忠和: 有研究认为, 科学传播中心随着科学中心的转

移而转移. 我们知道, 科学中心从16世纪初的意大利到英

国、法国、德国, 差不多经过400年. 随着科学中心的转移,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以电子化与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

次技术革命兴起, 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 现在很多中国人有

良好的期望, 希望下一个中心转移到中国, 但是科学中心的

转移能否实现, 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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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不仅仅是科技本身的问题. 科学中心转移, 科技期刊

随之也发生了一定的转移, 这是有一些实例可以佐证的. 国

际上大的出版科技集团, 比如德国的施普林格、荷兰的爱思

唯尔、英国的自然出版集团, 都源于曾经为科学中心的国家

或地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 美国则兴起了很多重要

期刊或出版集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研发投入和国际论文产出快速增

长, 目前国际论文总量已攀升至世界第二位, 高被引论文总数

也排位第二. 此外, 党和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事业高度重视, 对
基础研究的投入总数持续快速增长, 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例

如, 198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 国家财政的经

费投入只有8000万元, 2021年则达到309亿元. 这体现了一个共

识: 科学研究, 尤其是基础的科学研究, 我国还是非常地重视.
随着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增强, 我国在学术交流与传播方

面必将更为重视. 2020年9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

平台, 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2020年10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强

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

高端交流平台.

您认为当前我国本土科技期刊的发展是否令人满意? 有
何相关建议?

周忠和: 基于SCI、Scopus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统计显

示, 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英文期刊. 统计表

明, 我国SCI收录的期刊对我国SCI论文产出的贡献率由2000
年的约40%下降至2020年的约5%, 相比过去我国在国际期刊

上发表得比较少, 这肯定是一个进步, 但这个趋势对我们出

版业来说, 就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甚至以中文期刊为主的中

国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总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 之后也缓缓下

降. 因为论文总量有限, 英文期刊发表多了, 中文期刊就会少

一点, 呈现下降的趋势.
为加快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 近年来中央和有关部委密

切出台了一些政策和具体举措. 2018年11月, 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的意见》; 2019年7月, 中国科协等七部门决定联合

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2021年5月, 中宣部、教育

部、科技部等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

见》. 我个人认为, 加快建设我国本土的世界一流期刊十分

必要,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技大国的需求. 一个国家的科技期刊的数量和高

水平的表现, 也是体现国家实力的一部分, 因为期刊是科技创

新生态链的重要一环, 可体现国家实力. 科技期刊可体现学术

主导权、话语权, 也可引领一些标准或规范的制定. 当前学术

交流和出版过程中, 某些英语媒体对非英语国家学者的忽视,

有意或者无意, 包括编委、评审人的选择等, 现实中是客观存

在的. 此外, 期刊涉及成果发布的优先权, 因为时效性, 互联网

时代学术传播和交流变得很快, 同样的研究大家在同一起跑

线, 但是别人发表得快, 我们就有可能吃潜规则的亏.
二是市场与利益的分配. 知识交流和传播都需要成本,

市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将继续存在, 期刊免费获取了,
读者不花钱, 作者就要花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是我国

科技期刊面临的重要挑战与选择. 此外, 科技期刊的出版意

味着科研数据和知识产权的管理和归属, 我们进入数据时代,
谁掌握更多的数据, 谁就掌握科技和话语的主导权.

三是无形的学术影响力. 通过优质投稿, 可以及时了解

最新的研究结果与学术思想, 好期刊的主编和编委可以优先

掌握这些信息. 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 如
Nature, Science主编时常到世界主要国家走访, 接待的规格都

不一样. 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才、机

构等国际评价标准. 此外, 我认为科技期刊与科学文化是密

切相关的, 包括科研伦理方面, 其实科技期刊作为学术共同

体的一部分, 实际上也事关科学文化的建设.
此外, 我觉得科技期刊还事关科学研究全球多样性的维

护. 我是做古生物学研究的, 对生态学略知一二, 良好的生态

多样性是维持一个系统健康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 科技出版,
我相信也同样需要多样性, 科技出版多样性的需求需要打破

地区性的垄断, 不同地理分布以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学术

出版是国际科学研究生态链的有机组成, 有利于全球科学发

展和维护学术公平. 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 关注

的问题肯定也有所差异. 比如大气污染问题, 中国比较关注,
英国和北欧一些国家, 当然他们也关注, 关注全球气候变暖,
但是大气污染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不少科技欠发达国家或中小国家的专业期刊都在全球

科技期刊出版的生态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比如关

注一些地区性特有的问题, 发表了很多如关于战争创伤等的

文章, 这些问题, 一些大的期刊通常不太关心.

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的功能和作用近年来似乎有些边缘
化, 您如何认为?

周忠和: 如何发展中文期刊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两年前, 我在一个科技期刊学术会议上发表观点之后, 有些

资深编辑不大满意, 感觉我不太重视中文科技期刊, 有点误

解. 从科学语言角度来看, 科学交流语言的演化过程是从希

腊语和拉丁语开始的, 然后是法语、德语、英语, 目前是英

语取代德语成为主导, 占据绝对的优势. Scopus数据库收录

同行评议期刊约2.45万种(科技+人文), 2018年1月~2021年8
月, 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和综述为1129.56万篇, 其中以英语

发表的占94.25%(为1064.60万篇), 以中文形式发表的论文总

数占2.95%(33.37万篇), 位居第二. 可见, 英语在国际科学交

流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另外, 据SCI收录的9500种科技期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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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中、日、德、法等8个主要非英语国家的科技论文均主

要以英语发表, 在2020年占95%以上.
我曾在德国的Natur Wissenschaften期刊上发表过文章,

2015年, 这本期刊的期刊名也改成了英文. 使用地区性的语

言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效果不会有英文文章好. 曾经有人讲,
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及时关注到中国的禽流感, 是因为相关文

章发表在中文的期刊上面, 这个好像是一种抱怨, 觉得为什

么不用英语. 当然, 也有很多人在担心, 英语作为一种通用的

语言会带来一些问题.
我曾表达过以英语为主的学术交流的担忧: 第一是迷信

影响因子指标比较高的期刊, 按照这样的标准似乎成为全球

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过去在有些国家比较重视, 最近有全球

蔓延的趋势, 如果反过来思考, 什么效果不好说; 第二是过去

自然科学普遍崇尚英语交流, 现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

也有英语蔓延趋势; 第三是把英语发表作为国际化的趋势,
缺乏多样性的考虑, 完全用英语, 可能会阻碍一些地区的文

化, 或者有特色的科学研究的发展.
现阶段,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文、英文期刊各自承

载不同的功能. 英文期刊担负了国际学术交流的重担; 中文

的科技期刊在拥有广大中文读者的优势条件下, 应当明确自

身的定位(生态位), 并充分考虑哪些具体研究具有区域、文

化的独特性. 中文科技期刊的优势在于更容易被人文学科、

决策层关注, 在科学传播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长远角度

来看, 还承载了文化传承的职能.

科技期刊在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或科学文化建设中
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

周忠和: 科学素质是科学文化建设的衡量指标之一. 我

国当前具有良好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氛围(“环境”), 但由于

文化历史的因素, 我国科学文化缺少现代科学的基因, 科学

素质提升与科学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科学文化发源于科学共同体. 我们通常讲科学文化、科

学共同体学术文化、科研文化, 国家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

实际上发源于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承担科学文化建设的

重要责任, 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文化的建设以及向社会开展

科学传播的责任, 所以发展科技期刊是科学共同体文化建设

的有机组成部分.
科学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性. 科技出版是科学文化传播

的路径之一, 我们不能低估科技期刊在科学文化和传播方面

的重要性. Nature, Science杂志近年来除了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之外, 在科学传播方面越发重视对科技政策, 甚至总统选举,
纯粹的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关注. 美国国家科学院曾经举

办了一个关于科学传播的论坛,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于2019年第1期发表了10篇
关于科学传播方面的文章, 内容丰富多彩. 重要的综合性的

科技期刊有很多科普性的内容, 科技论文和科普性的论文共

存, 这可能是一种趋势.
有关我国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的展望: 第一是我国的科

学研究仍将快速发展, 以英语为主的科技论文数量和影响(被
引用)仍将不断提升; 第二是英语科技期刊和论文在短期内的

统治地位不会改变, 我国的科技期刊应当努力探索、扩展自

身的生态位; 第三是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出版规模和国际影

响不断增强, 但与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增幅相比仍滞后较多;
第四是中文科技期刊将会在科学传播、科学教育、科学政

策、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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