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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战略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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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期刊国际化是我国科技竞争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不

仅可以向世界彰显我国科技成就，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科学研究与科

技创新。文章从将科技期刊国际化纳入“一带一路”总体布局、为科技期刊“走出去”提供灵活的出口政策与渠

道、加快我国科技期刊开放出版、打造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出版与传播平台、积极创办英文科技期刊、大力译介

中文科技期刊、加强国际化办刊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强化我国科技期刊运营与管理 8 个方面，提出我国科技期刊国

际化的战略与策略，旨在推动中国科技期刊的繁荣发展，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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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8 年 11 月14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化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出

版工作的意见》，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

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

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

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我国的

科技期刊作为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

而且也是世界学术成果的重要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

与知识财富的重要一部分。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不仅要向国内讲好中国故事，办好中文科技期刊，

同样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办好外文科技期刊。科

技期刊国际化是我国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

现，不仅可以向世界彰显我国科技成就，而且有利于促

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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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此，必须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我国科技期刊走出

去，在科技与文化两个方面，彰显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近些年，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的日渐活跃，我国与

国际学术交流的障碍已经被打破。国外主要的科技期刊

以及期刊数据库已经成为我国各大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成为科研人员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国际科技期刊“走

进来”已经实现，但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还任重而

道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主要还是没有将科技期

刊“走出去”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没有从顶层加以规划

和布局，也没有设计出具体可行的组织实施策略。我国

科技期刊在出口政策与渠道、开放出版、出版与传播平

台、创办英文期刊、中文期刊译介、办刊人才、期刊运

营与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与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及大环境不相适应。中国科协已连续多年实

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其对中国科

技期刊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与我国对科

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迫切需求还不相适应。科技期刊

“走出去”应作为国家科技期刊国际化的一种战略与策

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1 将科技期刊国际化纳入“一带一路”总体
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新的合作发展理念和倡

议。2015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

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强调，要“广泛开展文化交流、

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

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

基础”。科技期刊是“文化交流”“学术往来”的重要

平台和载体，应在“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过程中得到重

视和发展。“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唯

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任务的重大项目，目前，

尚未有专门针对科技期刊的项目。

设立专门的科技期刊出版与传播项目，将我国科

技期刊国际化纳入“一带一路”总体布局中，支持创

办或联合主办与“一带一路”主题和国家相关的科技期

刊，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科技期刊展览和学术

活动，向沿线国家的主要图书馆赠送或交换我国的科技

期刊或期刊数据库。科技期刊作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文

化软实力的宣示和体现，要有国际视野，面向世界，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充分利用我国与有关国家建立的既有的双多边机制

和区域合作平台，在积极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

关系的同时，参与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科技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

体。其中的重要体现就是推动我国科技期刊更多地走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沿线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发

展，将科技期刊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张靓丽

的文化名片，成为我国学术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力展示

的重要手段。

2 为科技期刊“走出去”提供灵活的出口政
策与渠道

科技期刊是文化的载体，我国科技期刊在文化出

口方面承担着传播使者的重要角色。多年来，我们进口

了众多国外科技期刊与数据库，但我国科技期刊与数据

库的出口与进口相比还很不平衡，与我国科技大国和科

技期刊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为此，必须调整和优化我

国科技期刊“走出去”政策和基金支持，打开科技期刊

“走出去”的灵活通道。

（1）制订鼓励科技期刊“走出去”的出口政策。

根据《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3 号）和《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

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87 号），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期刊在出版

环节执行增值税先征后退 100% 或 50% 的政策，其中大部

分科技期刊享受退 50% 的增值税政策。但我国对期刊出

口没有明确的税收减免政策，而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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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品出口或期刊出口免收增值税①②。因此，从国家战

略的角度去考量，我国应对科技期刊出口实行大力度的

税收减免政策，推动科技期刊扩大出口规模，增强我国

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2）建立多样的科技期刊出口和交换渠道。我国

的进出口公司应加强与国外出版商或代理商合作，降低

出口门槛，打破出口障碍，将我国的科技期刊更便捷、

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播出去，使我国更多的科技期刊成

为国外图书馆的馆藏以及馆藏数据库的重要内容。鼓励

我国的图书馆或科技期刊与国外的图书馆或科技期刊建

立稳定的期刊交换关系，或向国外重要的图书馆赠送期

刊，开辟更多的途径推动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

（3）鼓励参加国际书展。国际书展是国际出版业进

出口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国际出版贸易

中起到重要作用[1]。在国家层面，依托国际书展平台，

增加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曝光度，破除与国际出版商、

经销商等合作障碍，加大我国优秀期刊“走出去”的步

伐。鼓励科技期刊出版企业积极参与和组织在其他国家

举办国际书刊展览交流活动，扩大我国科技期刊出口贸

易区域。2017 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我国期刊的首次集

中亮相就取得了较好的反响③。

（4）办好中国国际书展和期刊博览会。英国伦敦书

展、韩国首尔书展在两国政府财政支持下迅速发展为两

国出版业出口贸易的重要渠道[1]。在国家层面，建议主办

更多的类似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至今已举办 25 届）

等由国家或地方主办的国际书展和期刊博览会。为此，

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我国出版业出口贸易搭建良好

平台。通过该平台大力传播我国具有多元化与包容性的

文化产品（包括期刊），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出口贸易

与出版合作。

（5）鼓励科技期刊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设立专项

基金，鼓励科技期刊和期刊编辑参与国际专业学术会议

和展会。实现期刊与国外终端用户（作者和读者）面对

面，对期刊进行直接的宣传和推广，打造期刊在国际作

者与读者群中的良好形象与影响力，从而将我国科技期

刊的学术内容与价值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出去。

3 顺应国际发展态势加快我国科技期刊开放
出版

开放出版（OA publishing）是国际学术界与出版界为

打破出版市场垄断而倡导的科技期刊开放出版、读者免

费使用的一种机制。我国科技期刊开放出版虽然近些年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步履维艰。科技期刊开放

出版，有助于打破市场垄断，为全世界读者提供免费阅

读、下载和利用的机会，增强我国科技期刊在世界范围

的可见度与影响力。开放出版是期刊出版的重要模式与

发展方向，也是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的重要手段。

（1）抓住机遇，适应国际开放出版运动趋势。

自欧盟提出“OA 2020”后，2018 年 9 月，法国、英

国、荷兰、意大利等  11  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科研经费

资助机构联合签署了论文开放获取计划  Plan S，明确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由上述 11 国以及欧洲研究委

员会拨款支持的科研项目，都必须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完

全开放获取的期刊或出版平台上④。我国科技期刊应抓住

机遇，适应国际出版趋势，积极推动开放出版，加快我

国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2）推进高起点、高水平开放获取新刊的创办。从

出版政策和基金资助方面，加大对创办高起点、高水平

开放获取期刊的资助力度，支持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发

表在我国的中英文开放获取期刊上。特别是我国的基础

① 荷兰出版业兴盛的背后 国际化的出版运作，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404/c172318-21023581.html。

② 德国关于企业税收的最新规定，http://www.bjfao.gov.cn/jwtz/tzoz/tzbwz/bwzzcfg/63554.htm。

③ 中国期刊首次集中亮相法兰克福国际书，http://news.ifeng.com/a/20171015/52645599_0.shtml。
④ 开放获取“S 计划”席卷欧洲，誓要打破“付费墙”！ https://www.sohu.com/a/252316431_17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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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优势学科领域的期刊，创刊时就将开放获取作为

期刊的出版模式，增强期刊的传播广度与效度。

（3）加速传统期刊向开放获取期刊的转型。传统期

刊以图书馆纸本订阅为主要特征。但随着读者需求与阅

读行为的变化，纸本阅览正快速被网络获取所取代。作

者希望能快速地发表，读者希望能便捷地阅读。因此，

科技期刊应加快从纸本订阅型向开放出版转型，尽快将

期刊转化为开放获取出版的期刊，从部分开放获取到完

全开放获取转变，适应作者和读者的需要。

（4）搭建国家级开放出版平台。20 世纪 90 年代，

为顺应日本科技期刊的发展需要，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科

技成果，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搭建了科技期刊发布

平台 J-STAGE。该平台重点推动日文科技期刊的数字出

版，加快日本国内科研成果的即时国际传播[2]。中国科学

院自 2010 年 10 月就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

取平台（CAS-OAJ）”，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力还

没有建立起来。我国可借鉴日本的做法，在国家层面搭

建科技期刊开放出版平台，向全世界开放地展示我国的

学术成果和文化。

4“造船”“借船”并进，打造我国国际化出
版与传播平台

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

划”的实施，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影响力得到很大的提

升，但大多数英文期刊选择与国外出版商合作出版[3]，

可谓之“借船出海”。早些年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发展处

于起步阶段，借助国际出版商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可以

少走弯路，对摸索我国科技期刊融入国际学术交流主渠

道的路径与策略，快速带领我国科技期刊实现国际化出

版与传播，提升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地位，功不可

没；但这也实属权益之举，不能永远依赖国际出版商实

现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话语权。

为维护我国学术成果的自主权和信息安全，中国亟

待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出版与传播平台，要

从“借船出海”走向“造船出海”，这是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国家战略和国家行为[4]。在

科技期刊的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平台是核心，是难点，

也是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关键所在。没有自己的平

台，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必然受制于人，难以有真正的

发展。国内一些机构在国际化出版与传播平台的建设上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中国科学》杂志社自主研发

的 SciEngine 平台 2016 年正式上线，这是我国首个集全流

程数字出版与国际化传播于一体的科技期刊服务平台，

其实现了对内无缝对接投审稿系统，对外自动对接国际

学术互联搜索和第三方平台，实时进行内容资源与各类

应用数据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快速、优质的出版和准

确、及时的推送，提高了期刊内容的被发现能力[5]。总体

来讲，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与传播平台起步较晚，要达

到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界的认可，现阶段还需要解

决很多问题，特别是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国内优秀科技期

刊的参与。

5 积极创办更多的英文科技期刊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阅读学术文献了解最新

科技动态，发表学术论文推进国际学术交流，成为促进

科技发展的模式和必要途径。英语是世界第一语言，发

表英文论文，更利于我国学者与国际学者的交流，利

于我国科研成果的传播。截至 2017 年底，中国大陆英

文期刊只有 330 种[6]，SCI 期刊 197 种[7]，与英语母语国

家美国 SCI 期刊 2 974 种、非英语母语国家德国 SCI 期

刊 607 种相比，差距甚远。近 30 年，我国重要科研成

果基本都是首发于国外期刊 [7]。2016 年，我国学者在

全球  SCI 期刊发文  32.24 万余篇，在我国  SCI 期刊发

文 2.24 万余篇，30 万篇论文发表在国外 SCI 期刊上[8]。

2017 年我国新批准英文科技期刊 25 种，2016 年 12 种，

2015 年 12 种，这远不能满足我国科技迅速发展的需求。

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国家科学研究的进步、服务能力

与科技工作者的期待、发挥的作用与其应承载的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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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都不相匹配[7]。大力创办我国的英文科技期刊势在必

行。

（1）进一步推进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

升计划”。自 2013 年起，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实

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拨专项资金

支持我国英文科技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并创办了一批

能够代表我国前沿学科、优势学科或填补学科空白的英

文科技期刊。受资助的大部分期刊学术水平均有不同程

度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显示度明显改善[9]。受资助的期

刊影响力提升幅度显著高于未受资助期刊影响力提升幅

度[10]。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

影响力提升计划”，加大对已创办英文期刊的支持，支

持创办更多的英文科技期刊，支持我国英文科技期刊与

国际学术规范接轨。

（2）配合一流学科建设，支持英文科技期刊获得更

多的国际话语权。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科技期刊的发展依赖于学科的发展，

而科技期刊又引领着学科的发展方向，促进学科的人才

培养和成长，对学科建设的作用不容忽视[11]。配合一流

学科的发展要求，创办高水平、高起点、填补学科空白

的英文科技期刊，实现期刊引领学科发展；同时，借助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学科和学术团队，为我国英文科

技期刊国际化争取更好的发展环境与发展空间，实现期

刊与学科的互动与发展。

（3）加大英文科技期刊供给。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针

对英文科技期刊实行更为积极有效的政策，根据国家科

技创新和学科建设的需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针对我国基础和传统优势学

科领域、空白学科领域和新兴学科领域，主办或联合主

办更多高质量的英文科技期刊；简化创办新刊和期刊语

种变更（中文期刊变为英文或中英文期刊）手续，保持

中英文科技期刊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为支持我国科技

期刊“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6 大力译介中文科技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有过辉煌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

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高温铁基超导等以及我国第一

个诺贝尔科学奖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中

文科技期刊上，并得到世界认可的[7]。中文在世界上占

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文科技期刊要充分发挥平台作

用，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办出特色，成为我国科学家

的成果展示平台、与西方科技界的交流窗口、最新科技

成果的发布园地、科学传播与普及的宣传媒介。在保证

相当多的优秀成果用中文首发、服务国内的前提下，推

动成果向国际传播，让我国学者在中国发出的声音被世

界知晓，影响世界各国学者追随中国的科学研究与中文

的科技期刊。

与此同时，中文科技期刊也要增强国际化传播手

段，将我国学术思想与成果的精华传播出去，让国际学

术界与国际社会倾听中国的声音。为此，可以采取 3 种

策略。

（1）撰写详细的英文文摘。将英文短文摘改为英文

结构化长文摘，以便更好阅读文章内容。英文文摘的撰

写符合国际出版规范，突出研究创新点与结论，便于国

际学术界了解我国的科研进展。

（2）加入国际数据库。积极、主动申请加入各种重

要的国际数据库，拓宽传播渠道，提高中文科技期刊的

国际传播力。

（3）全文翻译出版。挑选优秀原创性科研成果翻译

为英文，实行双语出版[12]；出版期刊的英文年刊，或由

学（协）会联合出版该学科领域的英文年刊，集中发布

重要学术成果，主动将重要的学术成果通过国际化语言

向全世界传播和展示。

7 加强国际化办刊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科技期刊“走出去”是一项巨大工程，需要各方

面的参与和支持，其中拥有国际化的办刊人才最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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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英文科技期刊的选题策划、编辑、生产与传播，

都离不开懂学科、懂专业、懂外语、懂技术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中文科技期刊国际化，离不开国际化办刊人才

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学科背景、较强的跨文化沟通

能力、语言交流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

我国要实现科技期刊国际化，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科技期

刊，必须首先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国际化办刊人才。

（1）要重视国际化办刊人才引进。加强对科技期

刊国际化办刊人才的选拔，不仅要引进我国具有留学经

历、拥有国际办刊经验的专家学者，也要吸收具有良好

办刊素质和办刊能力的国外办刊人才。制订人才激励措

施，吸引更多具有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专职或兼职加入

办刊队伍，壮大办刊力量。

（2）制定战略性国际化办刊人才培养计划。加强

对国际化办刊人才的培养，要立足科技期刊长远发展需

要，制定战略性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办刊人才不仅要

满足现有的工作需要，也要能适应国际期刊行业的发展

趋势，满足我国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需要。设立专项基

金，加强针对性培训，增强英语语言能力、国际市场运

营能力、熟知并运用国际法律与法规等方面的训练，在

科技期刊“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主导和关键性作用。

（3）实现国际化办刊人才培养与个人职业发展有

效结合。注重国际化办刊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同时，也要

注重办刊人的个人职业发展。办刊人员与期刊、期刊事

业同成长、同发展，改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待遇和条

件，增强职业荣誉感与凝聚力，提高编辑出版行业的社

会地位与社会影响。

8 强化我国科技期刊的运营与管理

加强和重视运营与管理不仅关系到能否为科技期刊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且直接影响科技期刊的生存和

可持续发展。

（1）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期刊管理方面的作用。我

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技期刊的管理。2018 年 3 月，党中央

公布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组成部

门和直属机构等进行了重大调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的部分职能调整到中宣部，这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

期刊业的良好发展。要重视针对科技期刊特点、发展规

律和我国科技发展所需要的相关政策的制订与完善，优

化科技期刊审批制度，完善管理过程监控，加大违规违

法处理力度。充分发挥中国科协等部门在科技期刊运营

与管理中的独特作用。

（2）鼓励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企业在国外设立分

（子）公司。对于全球市场，本土化的团队和经验非

常重要。知名的国际出版商在重要的地区都有分（子）

公司或办事处，以期扩大合作伙伴的范围，扩大出版成

果的传播。在国家层面，建议对我国出版企业在国外设

立分（子）公司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财税支持，助力我国

出版企业参与国际出版市场的竞争，并赢得一席之地。

在我国科技期刊占领国际出版市场的同时，也将体现我

国文化的知识成果的科技期刊最大限度地实现传播与利

用，在国际出版界更好地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3）加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企业与国外渠道商的合

作。探索与国际出版机构或代理商共同成立面向海外市

场的合资公司，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用版权贸易将

我国科技期刊推向海外，扩大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市场营

销和宣传渠道，向世界各地输送更多优质的科技期刊，

确立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科技

期刊走向世界，除了实力，也需要必要的推广和宣传。

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正如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卢嘉锡院士所言“科技期刊工作

既是龙尾，又是龙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

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也预示

着中国科技期刊的“春天”即将到来。我国政府部门、

学术界和期刊界有责任、有义务将我国的研究成果向全

世界传播，体现大国的担当与使命，让世界更多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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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亲近中国，感悟中国；更广泛地传播与分享中国

理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 40 年

我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也造就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

也需要将这种文化自信承载在科技期刊的国际交流之

中，让世界感受中国科技期刊的魅力，感受中国科学发

展的魅力，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付海燕, 陈丹, 刘松. 中国出版物出口竞争力提升研究. 科技与

出版, 2016, (9): 87-91.

  2 刘兴平, 初景利, 马时, 等. 日本和韩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特点及

启示.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2, 23(6): 907-913.

  3 赵勣, 李芳.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入选期刊的现

状与发展方向. 编辑学报, 2017, 29(S1): 117-119.

  4 初景利. 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科学新闻, 2015, 

(22): 33-35.

  5 严谨, 彭斌, 柴钊. 发展中国科技期刊 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 

科技与出版, 2017, (1): 33-40.

  6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7 宁笔. 中国SCI期刊数荣升全球第五. [2018-10-18]. http://blog.

sciencenet.cn/blog-408109-1141550.html.

  8 陈磊. 我国科技期刊尴尬：一二流投国外，三四流投国内. 科

技日报, 2018-09-18.

  9 佘诗刚, 马峥, 许晓阳.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实

施效果与分析.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8, 29(4): 313-320.

 10 王燕.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科技期刊影

响力提升效果的评价研究.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8, 29(10): 

1048-1053. 

 11 高雪莲, 杨慧霞, 付中秋, 等. 专业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相辅相

成. 编辑学报, 2014, 26(1): 71-73.

 12 芮海田, 张伟伟, 赵文义. 中文学术期刊双语出版的发展困境

与解决路径.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8, 29(10): 971-976.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CHU Jingli1,2*    YAN Qun1,2,3

（1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Beijing Zhongke Journal Publishing Co. Ltd.,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Ltd., Beijing 100717,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great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ve power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Chinese STM journals not only show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 to the world, but als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expedit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vided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n how could Chinese STM journals be international in eight facet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Belt and Road; provide flexible export policies 

and channels; accelerate the publication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evelop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ng platform of China; actively 

run more English STM journals; translate and introduce more Chinese STM journals to the world; attract and educ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professionals; improve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M journals,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rresponding author



  院刊  1365

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战略与策略

STM journals, and enhanc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ve power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Keywords    STM jour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and tactic, The Belt and Road, open access,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journal platform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出版运营总监，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知识

管理论坛》主编，《智库理论与实践》执行副主编，《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常务副主编。主

要研究领域：图书情报发展战略、数字出版与传播、智库理论与研究。   

E-mail: chujl@mail.las.ac.cn

CHU Jingli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of Journal Publishing,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Dean of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 is also the editor-in-chief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of Thinktank: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His main interests include 

strateg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digital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 thinktank theory and research. E-mail: chujl@mail.las.ac.cn

■责任编辑：岳凌生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Recommended Citation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M Journals
	Authors

	tmp.1619584204.pdf.ME6W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