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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促进科研院所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发展，改善出版管理方式方法，提高科技期刊的

综合影响力，本研究采用自愿参加与募集参加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了 235 种科技期刊（包含 60 种科研

院所科技期刊）媒体融合与出版管理有关情况。基于统计结果发现，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在

积极探索学术出版的媒体融合发展路径，内容出版与表达多元化。一些科研院所科技期刊结合自身

特点，在积极参与大型期刊数据库的技术服务与数字出版合作的同时，探索自建对内业务平台。建议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可以向经营管理集约化、知识服务技术化、内容出版链条化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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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时代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出版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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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突破几乎都会催生媒介形

态发生大的转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则使人

们接受信息和价值的方法、途径、形式和需求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目前，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正在

媒体领域催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促成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的有机整合。新兴媒体利用数字技术、

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卫星技术等多种现代技术，

通过电脑、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现代化终端设

备为用户提供多种媒体形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了受

众对媒体的传统认知和接受信息的习惯。在信息时

代的大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逐步演变

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发展理念，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

要命题。在本文中，媒体融合是指基于多元化信息

传输渠道的新兴传媒模式，是互联网快速发展阶段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有机整合。

科技期刊作为传统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传播科研成果、促进学术创新和推动社会进步的

重要载体，在繁荣学术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与新兴媒体相

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属性，与其他传统媒体一样存在

着被空间或者时间束缚的特点，因认知和接受方式

的间接性，信息传播速度较慢。其中相较于高校、

学会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科技期刊，以科研院所为主

办单位的科技期刊在媒体融合方面整体水平还存在

一定差距。在新兴媒体迅猛扩张的几十年内，科研

院所科技期刊受到巨大冲击，广告市场萎缩、发行

量减少、读者流失，凸显出地位边缘化、投入不足、

人才流失、定位不清、缺少规模效应等问题。

随着整个社会进入多媒体融合时代，如何把握

多媒体融合带来的机遇，寻求适合自己的全媒体战

略，使科技期刊在愈见缩小的生存空间中激活发展

的内部动力和活力，促进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发展，

尽快融入新媒体时代，提高科技期刊的综合影响力，

成为科研院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借鉴国际科技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有益经验，坚定推进媒体融合出

版转型发展，改善出版管理方式方法，从而补齐短

板、缩小差距，既是科研院所响应国家科技发展宏

观战略的必然出路，更是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融入国

际潮流、加强自身建设的不二选择 [1-5]。因此，研

究媒体融合背景下科研院所科技期刊的出版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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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促进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其自身快

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政策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媒体融合工作高度

重视，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适应

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

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014 年 8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

会议上指出，将媒体融合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

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

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

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

面的深度融合。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遵循新闻传播

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推动传统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2014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随之上升为国家战略 [6]。

2015 年 3 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

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要求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

的重要性紧迫性 [7]。2020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

展的意见》，对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明

确了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媒体融合作

为国家战略，将成为新闻传播、出版行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 [8]。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自愿参加与募集参加相结合的方

式，收集了 235 种科技期刊媒体融合与出版管理有

关情况。其中，科技期刊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名称

依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从业机构和产品查询结

果。多个主办单位的科技期刊，使用第一主办单位

进行统计。本研究所称科研院所科技期刊是指第一

主办单位为科研院所的科技期刊，本次收集了 60 种

此类科技期刊媒体融合与出版管理有关情况。科研

院所科技期刊复合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数据依据

中国知网 2021 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式对 235 种

科技期刊基本情况、媒体融合现状等内容进行收集，

从出版管理的视角出发，结合文献研究、比较研究、

定量研究等方法，整体考量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对媒体

融合的态度、新媒体内容服务与传播渠道现状、运营

管理效益等情况，分析科技期刊在与互联网及移动终

端等新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是否受到内容、技术、

人才、资金等因素制约，进而通过比较研究，分析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与科技期刊总体情况异同，提出促

进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可行建议。

3　量化结果

3.1　样本概述

本次调查共计回收有效样本 235 份。根据《中

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9] 统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我国科技期刊总量共 4 958 种，本次调查占

比 4.74%。调查数据显示，有效样本中科技期刊主

要为月刊和双月刊，分别占比 48.09% 和 29.79%；

其次为半月刊和季刊，分别占比 10.21% 和 8.51%( 旬

刊、周刊等其他刊期占比 3.4%)。语种方面，中文

期刊居多，占比 83.83%；英文期刊和中英文双语期

刊也有少量分布，分别占比 7.66% 和 8.51%。按主

办单位细分，学会协会主办的科技期刊数量最多，

占比 32.34%；科研院所次之，占比 25.53%；高等

院校位居第三，占比 16.17%；其他主办单位还有政

府部门、医院和企业等。

本次调查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共计 60 种，分

别来自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所

属科研院所、军队所属科研院所、中央企业所属科

研院所、地方政府部门所属科研院所等 44 家单位。

其中，地方政府部门所属科研院所和中央政府部门

所属科研院所最多，分别占比 30.00% 和 28.33%；

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院所次之，占比 25.00%；中央

企业所属科研院所占比 13.33%；军队所属科研院所

最少，占比 3.33%。刊期方面，有效样本中主要为

月刊和双月刊，分别占比 51.67% 和 35.00%，其次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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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0 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网站建设情况分组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统计

图 2　60 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客户端建设情况分组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统计

为半月刊和季刊，分别占比 8.33% 和 3.33%( 旬刊、

周刊等其他刊期占比 1.67%)。语种方面，中文期刊

居多，占比 86.67%，英文期刊和中英文双语期刊也

有少量分布，分别占比 1.66% 和 11.67%。科研院所

科技期刊统计情况与科技期刊整体情况大体相似。

如图 1 ~ 图 4 所示，按照官方网站、客户端、

微信公众号、微博 4 种新媒体内容服务与传播渠道

建设情况分组，分别统计 60 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复合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数据。数据显示，复合

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高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在官

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 3 种新媒体内容服务与

传播渠道建设方面情况也相对较好；由于科研院所

科技期刊官方客户端统计量过少，因此复合影响因

子、总被引频次与其关联并不明显。

3.2　制约媒体融合发展的因素

本次调查中，绝大多数科技期刊表示重视和支

持媒体融合工作，但不可否认，在实际工作也存在

一些困难。资金保障方面，10.32% 的科技期刊表示

并无专项资金支持媒体融合工作；人才保障方面，

52.38% 的科技期刊表示媒体融合工作缺少专人负

责。

具体到科研院所科技期刊，根据反馈，统计情

况与科技期刊整体情况大体相似。调查显示，85.00%

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认为媒体融合是发展趋势，应

当予以重视，并且 45.00% 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开

展了媒体融合工作。资金保障方面，在开展了媒体

融合工作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当中，33.34% 的科研

院所科技期刊认为主办单位对媒体融合工作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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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全力支持并提供资金保障；59.26% 的科研院所

科技期刊认为主办单位对此比较重视，提供有限支

持和部分资金用于开展媒体融合相关工作，也还有

7.40%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表示主办单位并不重视，

也无专项资金支持。因此，一些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由于缺少稳定资金支持，对各项新媒体新技术应用

与更新困难。人才保障方面，66.67% 的科研院所科

技期刊表示媒体融合工作并无专人负责；29.63% 的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表示由专人负责媒体融合工作；

另有 3.70% 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表示由专职团队

负责媒体融合工作。由此可见，人才问题也是影响

科技期刊传统出版产业转型升级和媒体融合发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由于我国科技期刊历史沿革

的原因，体制机制、配套政策不完善也成为科技期

刊和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面临的共性问

题。因此，无论是科技期刊还是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面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势，政策法规有待完善、体

制机制制约、人才缺乏、数字产权保护难度大、对出

版融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资金缺乏、盈利

模式不清晰等都是制约出版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

3.3　新媒体内容服务与传播渠道现状

3.3.1　官方网站建设情况

网站建设方面，在有效样本中，216 种科技期

刊拥有官方网站，占比 91.91%，但仍有少量科技期

刊没有官方网站，占比 8.09%。具体到科技期刊官

方网站的论文呈现方式，大多数还只停留在提供论

图 4　60 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微博建设情况分组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统计

图 3　60 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设情况分组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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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要和全文 PDF 查看或下载阶段；甚至一部分网

站仅提供论文摘要，数字出版程度较低；能够提供

全文 HTML 的科技期刊不多，占有效样本的 22.98%；

进而能够实现语义出版的科技期刊更少，仅占有效

样本的 3.7%。具体到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共有 54 种

拥有官方网站，占比 90.00%，略低于科技期刊整体

水平，但能够提供全文 HTML 和实现语义出版的比

例均高于科技期刊整体水平，分别占比 27.78% 和

5.56%。

为进一步了解科技期刊官方网站的其他功能，

本研究对其在线服务进行了初步统计。如表 1 所示，

本次调查中绝大多数科技期刊官方网站已经实现在

线投稿、审稿功能，占比 93.52%；科研院所科技期

刊比例更高，达到 94.44%。此外，一些科技期刊官

表 1　216 种科技期刊和 54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网站功能统计

序号 在线服务
科技期刊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数量（种） 占比（%） 数量（种） 占比（%）

1 在线投稿、审稿 202 93.52 51 94.44

2 在线排版 31 14.35 7 12.96

3 在线检校 35 16.20 7 12.96

4 富媒体制作生产 16 7.41 3 5.56

5 在线优先出版 94 43.52 24 44.44

6 版权管理 52 24.07 17 31.48

7 按需印刷 14 6.48 1 1.85

8
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RCID）

或其他作者 ID
17 7.87 5 9.26

9 邮件推送目次信息 66 30.56 20 37.04

10 个性化邮件推送定制内容 34 15.74 10 18.52

11 RSS 订阅 30 13.89 4 7.41

12 制作热点专题论文 45 20.83 9 16.67

13 与期刊内容相关热点资讯 71 32.87 11 20.37

14
图表、实验方法、原始数据等相关的论文

补充资料
39 18.06 9 16.67

15 音视频、幻灯片等多媒体内容 19 8.80 6 11.11

16 社交功能 23 10.65 6 11.11

17 针对用户的大数据挖掘技术 12 5.56 3 5.56

18 网络远程培训 6 2.78 0 0

方网站还提供在线排版、在线校验、在线优先出版、

热点资讯、邮件推送目次信息等功能，方便期刊编

辑处理稿件及读者阅读。

访问量方面，在 216 种科技期刊中，日访问量

在 500 次（不含）以下的网站将近一半，占比 48.15%，

日访问量达到 5 000 次（含）以上的网站较少，仅

占 8.33%。而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网站日访问量

更低，500 次（不含）以下的网站超过一半，占比

51.85%，日访问量达到 5 000 次（含）以上的网站

仅占 5.56%。

3.3.2　官方客户端建设情况

数据显示，在 235 种科技期刊中仅有 11 种科

技期刊拥有官方客户端，占比 4.68%。如表 2 所示，

与网站在线服务类似，多数官方客户端具备在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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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查稿以及论文发布等功能，分别占比 63.64%

和 54.55%，表明官方客户端功能设置更加侧重论文

作者和读者两类人群。其中，3 种科技期刊官方客

户端拥有付费模式，相对其他科技期刊进一步拓宽

了新媒体收入渠道。下载量方面，因为受到上架时

间、推广强度、受众群体数量等因素影响，官方客

户端下载量呈两极分化态势：下载量 1 万（不含）以

下的最多，占比 36.36%；其次为下载量 10 万（含）以

上，占比 27.27%。而科研院所科技期刊仅有 2 种拥

有官方客户端，由于统计量过少不具备统计意义，

无法与科技期刊整体水平相比较

3.3.3　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设情况

统计发现，与科技期刊类似，科研院所科技

期刊开设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情况较为普遍。在 60 种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中有 49 种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占比 81.67%。如表 3 所示，与网站、客户端不同，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功能角度更

加注重发布相关学科领域学术动态、热点、研究方

法、科研经验等内容；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官方

微信公众号又兼顾了网站、官方客户端中发布每

期论文目录、文摘、全文等功能，且链接了网站相

关内容，推动了期刊在不同媒体间的融合发展。科

研院所科技期刊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多以

“文字 + 图表”形式推送，占比 83.67%；能够以“文

字 + 视频”形式推送内容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较少，

仅占 10.20%。推送频率方面，选择在官方微信公

众号上每周推送少于 1 次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最

多，占比 36.73%，其次为每周推送至少 1 次的科

研院所科技期刊，占比 30.61%，能够实现每天至

少 1 次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较少，仅占 6.12%。

订阅用户数量方面，主要集中在 0~3 万（不

含）区间段内，占比 84.13%；3 万（含）~5 万（不

含）、5 万（含）~10 万（不含）和 10 万（含）以

上三个区间段内的科技期刊较少，分别占比 3.70%、

8.47% 和 3.70%。

3.3.4　其他网络传播渠道建设情况

在 235 个有效样本中，仅有少量科技期刊开通

了官方微博账号，占比 15.32%。粉丝数量方面，主

要集中在 0~3 万（不含）区间段内，占比 80.56%；3 万

（含）~5 万（不含）、5 万（含）~ 10 万（不含）和

表 2　11 种科技期刊和 2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客户端功能统计

序号 功能
科技期刊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数量（种） 占比（%） 数量（种） 占比（%）

1 在线投稿、查稿 7 63.64 1 50.00

2 在线审稿 3 27.27 1 50.00

3 发布论文（PDF） 6 54.55 0 0

4 发布论文（流式文档，如 HTML、ePub) 3 27.27 0 0

5 论文下载 5 45.45 0 0

6 论文打印 5 45.45 0 0

7 论文检索 4 36.36 0 0

8
阅读设置（日间 / 夜间可选阅读模式、背景

设置、字体调整、手势操作等）
1 9.09 0 0

9 社交功能 4 36.36 1 50.00

10 付费模式 3 27.27 1 50.00

11 在线培训（包括课件、视频、音频） 2 18.18 1 50.00

12 在线广告 3 27.27 1 50.00

13 解决方案或工具 1 9.09 0 0

14
市场营销或学术推广性活动

（不包括微信消息推送）
0 0 0 0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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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89 种科技期刊和 49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官方微信公众号功能统计

表 4　235 种科技期刊和 60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其他网络传播渠道统计

序号 在线服务
科技期刊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数量（种） 占比（%） 数量（种） 占比（%）

1 在线投稿、查稿 85 44.97 23 46.94

2 在线审稿 35 18.52 9 18.37

3
发布相关学科领域学术动态、热点、研究

方法、科研经验等内容
151 79.89 39 79.59

4 发布每期论文目录、文摘等 146 77.25 39 79.59

5
发布适合碎片化浅阅读的经过二次编辑的

期刊论文
71 37.57 17 34.69

6 发布期刊网站链接 109 57.67 24 48.98

7 发布论文全文 98 51.85 23 46.94

8 在线培训（包括课件、音频、视频） 23 12.17 8 4.08

9 在线解决方案或工具 12 6.35 2 8.16

序号 在线服务
科技期刊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数量（种） 占比（%） 数量（种） 占比（%）

1
高校、研究院所、学（协）会及出版公司的

期刊群网站
104 44.26 24 40.00

2 国内期刊专业平台（如万方数据等） 190 80.85 49 81.67

3 国际著名出版商平台（如 Elsevier 等） 24 10.21 3 5.00

4 开放科学计划（如 OSID 二维码数据包等） 28 11.91 9 15.00

5 优先数字出版 95 40.43 26 43.33

6 集群型科技期刊 App（如万方数据 App 等） 32 13.62 4 6.67

7 本刊编委作者读者的网络传播 110 46.81 28 46.67

8 行业社区等社交媒体 46 19.57 12 20.00

9 QQ 40 17.02 15 25.00

10 自媒体聚合类平台（如今日头条等） 22 9.36 5 8.33

10 万（含）以上三个区间段内的科技期刊较少，分

别占比 2.78%、8.33% 和 8.33%。而科研院所科技期

刊开通官方微博账号的数量更少，仅占 8.33%，粉

丝数量全部在 0~3 万（不含）区间段内。除官方网

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以外，也有科技期

刊利用抖音、学习强国、人民网客户端、新华网客

户端等其他网络传播渠道。如表 4 所示，大量科技

期刊和科研院所科技期刊使用国内期刊专业平台作

为网络传播渠道，分别占比 80.85% 和 81.67%；此外，

还有依靠自身编委作者读者的网络传播、期刊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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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优先数字出版等新媒体传播渠道。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与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表现

基本一致。国内期刊专业平台以及自身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是较为常用的传播渠道。其次，从官方

网站日访问量、客户端下载量、微信公众号订阅用

户数量和微博粉丝数量等数据可以看出，使用新媒

体进行内容服务的综合影响力有待提高，传播效果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再者，新媒体内容服务种类单

一化，大多停留在内容推送层面，互动较少，不能

针对用户需求提供多样化、精准化、差异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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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定制服务。

3.4　运营管理效益

在本次调查中，126 种科技期刊和 30 种科研院

所科技期刊表示会在数字出版、新媒体方面增加资

金投入。如表 5 所示，网站建设和升级是科技期刊

和科研院所科技期刊的主要资金投入方向，分别占

比 80.16% 和 80.00%；其他重点方向还有网站内容

更新、论文数据加工和基于微信的研发等。在 126 种

科技期刊和 30 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中，只有 27.78%

的科技期刊和 20.00% 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实现了

数字出版运营收入，15.08% 的科技期刊和 10.00%

的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实现盈利，盈利方式包括广告

收入、学术项目合作、付费阅读、在线培训、电子

商城等。科技期刊和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均认为，学

术项目合作、知识服务、在线工具和在线培训等途

径是科技期刊最有效可行的融合出版盈利点。

表 5　126 种科技期刊和 30种科研院所科技期刊拟增加资金投入的方向统计

序号 在线服务
科技期刊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数量（种） 占比（%） 数量（种） 占比（%）

1 网站建设 / 升级 101 80.16 24 80.00

2 网站内容更新 87 69.05 16 53.33

3 论文数据加工 79 62.70 16 53.33

4 基于微信的研发（小程序、微官网等） 67 53.17 16 53.33

6 期刊 App 开发 14 11.11 3 10.00

7 采购、加工非论文资源 14 11.11 4 13.33

总的来说，科研院所科技期刊资金投入大多侧

重论文内容本身和展示形式，对论文之外的内容资

源重视程度不高。此外，大部分科研院所科技期刊

在数字出版、新媒体方面的盈利能力不足，难以依

靠数字出版收入维持日常运营管理。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方面盈利点的认

识，已经由付费阅读、在线销售出版等转向知识服

务、在线工具和在线培训等方式。

4　研究结论

4.1　媒体融合特点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

科技期刊都在积极探索学术出版的媒体融合发展路

径，将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应

用到数字出版过程当中。科研院所科技期刊使用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的比例在科技期刊整体水平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能

够与时俱进，出现了抖音、学习强国、人民网客户端、

新华网客户端等新媒体移动网络传播渠道。

调查发现，在媒体融合过程中，一些科研院所

科技期刊结合自身特点，在积极参与中国知网、万

方数据等大型期刊数据库的技术服务与数字出版合

作的同时，探索自建集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等多场

景的对外应用平台和集在线投稿、审稿、排版、校

验等全流程的对内业务平台，降低出版管理成本，

利用数据库的规模效应实现知识资源的高效传播与

共享，媒体融合形式呈现多样化、多领域齐头并进

态势。

此外，内容出版与表达多元化更加受到科研

院所科技期刊重视。一些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尝试

对内容和表达方式做深度加工，将期刊工作重心

从论文发表转移到知识服务上来，利用多种媒介

传播和交互形式，系统梳理、制作，形成逻辑清

晰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架构，抓住读者的碎片化时

间，提高用户黏性，从而引导读者使用付费服务，

提高运营管理效益，推动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

融合良性发展。

4.2　媒体融合面临的挑战

基于参与问卷调查的 235 种科技期刊和 60 种

科研院所科技期刊的统计结果，发现政策支撑、人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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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队伍和资金投入等问题是科技期刊和科研院所科

技期刊共同面临的挑战。

政策和管理滞后，缺乏有针对性的媒体融合长

期发展规划。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科技期刊特别

是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在媒体融合过程中会遇到政

策和管理滞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新媒体

和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期刊亟需媒

体融合的规划和政策引导，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和结果导向，发挥科研院所在创新主体中的重要

作用，推动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快速发展，

促进我国科技领域专家学者学术交流。

人才队伍问题则更加严峻。媒体融合时代，不

仅需要经验丰富、敢于创新的管理人才，业务扎实、

工作熟练的编务人才、技术人才，更加需要懂管理、

熟业务、有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相较于其他类型的

科技期刊主办单位，科研院所并不缺少高素质的专

业人才，而是缺乏对科技期刊人才队伍的重视，才

制约了新媒体技术理念的应用以及多元化媒体在科

技期刊中的有机融合，从而影响了科研院所科技期

刊媒体融合快速发展。

资金问题同样制约着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融

合发展。一方面，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存在着盈利难

的困境，政府投入只能缓解期刊短期资金困难，从

长远角度来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困局；另一

方面，媒体融合需要的资金投入较大，能够真正用

在发展媒体融合方面的资金更加缺乏，而面对新媒

体领域的激烈竞争，科研院所科技期刊明显缺乏优

势，在追赶国外大型出版商的科技期刊方面任重道

远。

4.3　媒体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总的来说，科研院所科技期刊既有符合科技期

刊整体特点的共性，又有区别于其他类型单位主办

科技期刊的个性。下面针对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媒体

融合发展提供几点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1）经营管理集约化。从国外大型出版机构

的有益经验来看，同一领域或者相关领域的科技期

刊聚集，有利于促进其在内容组织、生产、校验、

出版、发布和新媒体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整合与发展。

具体到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可借助主管主办单位力

量将期刊聚集，通过发挥主管主办单位的主导和协

调作用，更好地配置和整合内容、人才、专家、品

牌和市场等各种优质资源。

（2）知识服务技术化。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分

的大环境下，在媒体融合方面引入成熟的技术手

段和技术团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具体到科研

院所科技期刊，利用成熟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借助

用户数量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等方式开展规模化服

务，不但可以节约融合出版的投资和营销成本，还

能增强用户黏性、拓展传播途径、提高期刊在行业

内的影响力，实现期刊内容利用价值的最大化。

（3）内容出版链条化。参考借鉴报刊行业有

益经验，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内容资源与新兴媒体

的传播优势，尝试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使用方式。

具体到科研院所科技期刊，内容产品进一步贴合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注重相互融合、优劣互补，

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高用户的阅读体验，围绕内容、

平台、终端、用户等多个方面，打造全媒体产业链

条，以优质内容为基础，利用知识服务等新兴的业

务形态，构建一个跨媒体生态的全媒体产业链，从

而促进期刊媒体融合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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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f IMF’s Research on Sizing Up the Effects of 
China-US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WANG Li, FENG Y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mon spread view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trade war i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r, 
China-US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is one of the key research issues. One of the IMF leading research conclusion 
shows:  In terms of China-US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China-US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will cause China to pay 
a lot while US will pay a lot just less than China; the research alerts that China-US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strategy 
will cause that GDP of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ll decrease and it will be a 10-fold decrease than China-US 
trade war. This research has a big impact on global policy research are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thod, logic, 
model, data of the IMF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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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Journal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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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u, SUN Ha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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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media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tech journal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mprove the publishing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such 
journals, this study collected 235 media intergration data of sci-tech journals (covering sci-tech journals and 
publishing management in 60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by means of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fund-
raising.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more and mor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edia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with the content publishing and expression 
diversified. Som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ical service and digital 
publishing cooperation of large journal database while exploring their own internal business platfor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edia integration of sci-tech journal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be developed 
towards intensive management, technical knowledge service and chain content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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