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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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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表现在高校学报文献上

网程度高，网站建设成效明显，编辑过程数字化初步形成等等。同时，也存在如文献数字化形式单一，网络化水平不高，没有

建立起统一的高校学报数字化标准规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优化提升编辑人员的素质和结构，综合运用多

种技术手段推出网上数字学报，加快依托于学报网站平台的采编管理系统建设，建立起符合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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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以网络化为运作核心，以数字

化为实现手段，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并被普遍利用的数字时代，数字出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核心

内容，和社会各领域息息相关。一方面，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期刊采用纸介质出版、传播信息的

单一出版格局己被打破，应用数字化技术出版期刊越来越显示出其发展的强势，因此，高校学报作为信息

产物，其数字出版也已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在现行高校教师科研考评机制的引导和鼓励下，高校学

报要想在当今学术期刊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运用数字出版方式，加强学报

的整体竞争力［1］。

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快速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各高校学报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建立起完善的融投稿、审稿、查稿、编辑、发行、宣传、阅刊、资源共享

等为一体的数字化系统。该文对我国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和

建议，以期促进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发展水平。

1 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与现状调查

1.1 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内涵

数字出版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传统出版内

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形式。它以互联网为沟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

段，由著作权人、数字出版商、技术提供商、网络传播者及读者构成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主体［2］。

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重在组稿投稿审稿数字化，编辑流程数字化，出版发行数字化，宣传推广数字化，

人员管理数字化等环节。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如众所周知的万方数

据、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都是通过集中上网的方式走在数字化出版的前沿，在集中上网的同时，高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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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自行或分散上网融入数字出版。

1.2 调查的对象及内容

为了解我国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以便对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提出方向性对策解答，研究调

查了上海、江西、四川3个省市的高校学报数字化情况（调查时间为2011年7月至2011年10月）。上海位于

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高；江西位于中部地区，国家实行中部崛起战略省份之一；四川位于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以这3个省市为代表进行调研具有现实统计意义。本次研究共调查了151种高校学

报，其中上海47种，江西42种，四川62种，均为中文版学报。

以网络调查的方式为主，同时通过文献查阅以及电话访谈对样本对象进行学报网站开发利用，采编系

统平台建设，组稿及送审方式，学报文献上网方式等方面的调查。

2 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概况

2.1 高校学报文献上网程度高

高校学报的文献上网，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与使用，能够提高文献的价值。同时，文献上网也是高校学

报对所刊载的论文进行推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核心期刊的评比过程中，期刊文献的WEB下载量和被引

量是两项重要的指标，文献上网能够直接对这两项重要指标产生极积影响。

调查发现，我国高校学报发展至今，绝大多数都已经使所载论文文献上网。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

国知网）和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为例，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是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中国知识基础设施

工程，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所调查的高校学报当中，文献上网率在这些

数据库中已经基本达到100%。这与我国所实施的一系列重大科技出版的战略工程不无关系，使高校学报

也能借此搭上顺风车，推动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发展［3］。

2.2 高校学报网站建设成效明显

在所调查的151种高校学报中，建立了网站的有77种，占总数的51%。有的独自建立了网站；有的依

托学校的同一个网站平台；有的则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分别上网，或是已经建立起了网站。这些高校

学报不论是依托高校校园网的优势，还是独立建站，或是借助其他网络渠道，都能够搭建一个较为完善的

网站平台，供校内外人员访问。

网站建设是高校学报宣传推广自身优势，吸收优秀稿源的重要途径。高校学报的网站建设有助于实

行编辑出版发行的一体化。网络的开放性使高校学报借助网站能有效地向国内外展示、宣传学校的科研

成果和综合实力，宣传相关学校的前沿研究水平，提升高校学报品牌，吸引优秀稿源。

2.3 高校学报编辑流程数字化初步形成

高校学报的来稿已基本告别了传统的邮寄稿件形式，绝大部分都已经使用了电子邮件投稿方式，有部

分高校学报还开通了采编系统平台。由数字化出版需要而兴起的一些排版软件在各高校学报的期刊排版

上得到了广泛应用，那种人工录入的原始排版方式现今只是作为排版软件之外的一种辅助排版方式。同

时，高校学报的校对工作也逐渐在向人机合一的模式转变，一些优秀的计算机校对软件受到欢迎［4］。

高校学报在实现编辑流程数字化的同时能够积极发现并解决各类技术问题，在此过程中，也能够为高

校学报编辑提供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使高校学报编辑能尽快学习和应用数字化出版技术，促进高校学报

的数字化形成良性循环。

3 当前高校学报数字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3.1 高校学报文献数字化形式较为单一

现今在国内兴起的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如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国数字化期刊群”和

“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中国知识总库”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我国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进程，高校学报编

辑部只要将其刊物文献的电子排版文件发送至集中制作上网基地，即可将纸质版的内容以可阅读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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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形式通过一定的格式上传到互联网上，实现网上传播［5］。

但是，这只是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数字出版的目标，必须更充分地利用计算机技

术和互联网技术所提供的强大的立体表现和编辑制作手段，将文字、图像、画面、声音和动画融合起来，使

文献以动态的立体形式表现，更深层次地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导航检索和超链接体系进行专题报道和背

景描述，将相关文献内容和论文引证关联融合，形成全方位的电子文献展示体系，现在还难以做到，文献数

字化的形式现阶段还比较单一［6］。

3.2 高校学报网络化水平不高

完善的采编系统平台能够集投稿审稿、查询、修改、定稿于一体。达到了方便作者投稿，查询稿件进

度，方便专家审稿，节省周期和节约成本的目的。其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和方便的人际交流通道、专家联

系能更为便捷。

在所调查的151种高校学报中，虽有77种开通了网站，而建设较为完善的稿件采编管理系统平台的只

有39种，占全部种数的25.8%。网络化水平低，网站的利用率也不高。

3.3 高校学报数字出版无统一标准规范

标准规范是行业发展所应共同遵守的准则，统一的标准规范意味着行业发展的有序性，有助于行业更

好更快地发展。

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不仅不能使数字化网络文献资源得到完全共

享，降低成本，而且会给读者阅读、查询带来不便，使文献资源得不到最佳有效地利用。同时，使得各高校

在学报数字化出版和编辑过程中各自为政，不能形成一股强的合力。

4 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对策

4.1 优化提升编辑人员的素质和结构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编辑出版技术已经有了很多改进，包括采编平台管理系统、期刊排版软

件、计算机校对技术、文献上网共享技术、数据安全技术等。这些技术利用涵盖了编辑出版的整个流程，包

括来稿管理、编辑审稿、排版校对、出版传播等等。这些技术是我们学报在数字化出版过程中所必不可少

的，但是涉及面广，专业程度高，要求高校学报在数字出版的过程中，能够有专门的既懂编辑，又懂技术的

双专业人员对工作过程中的问题予以及时解决。

因此，高校学报编辑不但要成为合格的纸质期刊编辑，还必须学会驾驭数字化编辑工作，努力学习计

算机及互联网的相关知识，争取能用计算机进行写作、编辑、存储和文献的文件格式转换，利用互联网平台

与作者和审稿专家进行顺畅沟通。这也是高校学报数字出版对编辑主体活动的客观要求。

4.2 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推出网上数字学报

我国高校学报目前普遍采用的出版模式是文献资源间接入库。即论文文献正式在纸质学报上发表

后，再转储成数据库数据的电子文献形式［9］。这种方式形成的文献数字化形式比较单一，没有明显地显示

出技术优势。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向一些已经走在前列的学术刊物学习，借鉴其已有的成功经验。如国际

知名学术刊物《nature》在其网站上，有一个栏目名叫“Online video streaming archive”（在线视频档案）专门

选择一些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介绍［8］。

高校学报也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形式，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制作手段，为所出版的电子文献加上声音、

色彩、图画、甚至动画等多种效果，让读者喜闻乐见，更易于接受。重视并加强高校学报电子文献的多媒体

建设，适应数字出版的需求，是网络通信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发展的要求。

4.3 加快依托于学报网站平台的采编管理系统建设

高校学报数字出版是当今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建设必须依赖互联网络

为主要传输通道，使高校学报刊物中反应我国科技文化发展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能够便于广大科技工作

者所利用。高校学报网站是高校学报宣传自身的主要窗口，建设好高校学报网站，有利于吸引优秀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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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知识服务体系，最大效度方便读者获取。

高校学报的稿件采编管理系统必须依托学报网站的平台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建立起知识发表体系。

将高校学报编辑部内稿件处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数据，按其固有的业务流程，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9］，使网

上的投稿、组稿、审稿更为快捷；使编辑排版、校对、出版更加一体化；使财务稿酬支付、版面费收取、审稿费

寄送管理更为科学明细；使高校学报内部的人员管理、部门管理、职责管理也更为明晰。

4.4 建立起符合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标准体系

为了解决目前高校学报在数字出版之路下各自为政的局面，应尽快研究制订出既适合学术期刊出版发

行行业，又适合高校教育领域，还能够与现有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标准相容的高校学报数字出版标准体系。

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标准体系建设应至少包括上网文献格式的统一，以利于读者的开放存取阅读；高

校学报网站接口标准的统一，以利于建立起资源共享界面；高校学报网络出版的版权规定，以利于高校学

报的文献传播，同时维护作者的著作权益。高校学报的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且重要的工程，一

方面，标准体系的建设能使各高校学报的数字化形成一股合力，加快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的发展；另一方

面，标准体系也需要高校学报数字出版过程的实践验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以适应高校学报数字出版

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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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of Digital Publishing of
University Journal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Jiang Honggui，Wang Quanjin，Wang Jianhua，Li Ping，Liu Mianling

（Department of Journal Editorial，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web technology，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journal digital publishing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that online degree of university journal litera-

ture is high，university journal websit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well，and digitalization of editing process is estab-

lished. However，there are some defects such as single form of literature digitalization，low level of websites，

and inadequate standards of university journal digitalization. Thus，university journal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itorial staff；adopt technical means to release online digital university journal，construct management sys-

tem relying on the university journal website platform，and establish measur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stan-

dards of university journal digitalization.

Key words：university journal；digital publishing；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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