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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论文对时效性的要求较高"目前传统的出版模式由于出版周期较长"因此对科研工作者成果的

首发权产生影响"造成科研成果不能及时发布出来供科研工作者学习$参考% 为了缩短出版周期"消除出版时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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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论文#尤其是科技类学术论文具有较强的时

效性#可是目前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由于出版周期较

长#这样就严重的影响了作者和读者对学术成果发表

的时效性要求$ 据统计#!##E年度我国学术期刊出版

时滞最长接近 FGH天#按学科统计的刊均最长时滞为

D%@I 个月# 而现在国际上许多著名期刊的出版时滞

几乎已经被消灭了JDK

$ 美国%/105+15&一般一篇文章从

投稿到发表的周期为 !!% 月'英国%A,7)*5&从收稿到

发表需要 D!天# 重要稿件仅需 %天'%美国医学会杂

志&能在 GH天内把重要文章刊出J!K

$ 为了最大限度的

让学术论文尽早出版#缩短出版周期#目前迫切需要

一种新的出版方式#能够使科研成果以最快的速度和

最短的时间与读者见面#提高科研工作者研究成果的

首发权$

(中国知网)对数字出版的发展形势密切关注#并

积极探索快速出版的新途径$ !HDH年 *中国知网)电

子杂志社在国内率先开发并启动了*学术期刊优先数

字出版系统)#

J%K该系统即当前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知

网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目前国内已有 DD!%

种期刊 J&K加入此数字平台#实现了学术论文的优先数

字出版+ 除此之外#国内很多期刊编辑部都积极探索

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新模式并付诸实施#比如%重庆

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早在 !HH" 年以前就在

自建的网站上开辟出一个*预印版)栏目#将拟刊发的

稿件提前放在网站上供读者浏览,阅读和下载+ 这样

达到了缩短出版时滞#尽早将作者的科研成果公布的

目的+

近几年# 国内很多编辑部同仁都从不同的方面论

述了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 文献JILDDK分别就推行优先数

字出版的必要性, 优先数字出版中如何更好的保护作

者的版权,学术期刊盈利模式,网络期刊发展等方面对

优先数字出版进行了阐述# 并根据文章提出的问题给

出了一些建议及解决方法+ 本文就网络环境下学术期

刊进行优先数字出版的必要性进行了介绍# 提出了三

种方式实现学术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 为了更好的实

施优先数字出版# 对期刊编辑部及编辑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笔者分别从编辑部制度和编辑人员素质两

方面阐述了实施优先出版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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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先数字出版的双重内涵

"一#数字出版

目前! 我国以纸介质为载体的学术期刊刊登论文

的数字化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据统计!全国 !!"以上

的纸介质刊物都加入了各种数字出版平台! 如中国知

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等数字出

版平台# 很大一部分期刊依靠自建网站实现了数据的

开放存取$#$%& '((%))!#'%!具体做法是期刊编辑部

将出版的期刊论文数字化后上传到其自建网站的数据

库!供读者进行下载&阅读# 但上述这些形式并不等于

数字出版!因为其期刊的办刊定位&选题策划&组稿&编

辑&发行&定价等这些决定刊物价值的关键环节!占据

统治地位的仍然是纸质出版的思维和操作模式! 并没

有利用数字化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纸质出版存在的实质

性困难和难题*+,

#

数字出版的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学术

期刊对稿件的编辑加工过程的数字化! 具体指从作者

投稿到编辑收稿&审稿&校对及编辑与作者沟通均通过

数字手段来实现! 完全摒弃了传统的纯依靠手工实现

稿件的编辑加工或部分环节的数字化过程#目前!国内

大多数期刊都使用了采编系统! 实现前期编辑加工过

程的数字化! 但期刊的终端产品仍然是纸介质的印刷

物# 第二!不只是编辑加工过程的数字化!学术期刊的

终端产品载体不再是传统的纸介质印刷物! 而是以数

字化的载体进行传播!数字化载体包括互联网&手机&

磁盘&光盘等#

"二#优先出版

目前! 国际上很多知名学术期刊及出版商都提倡

学术论文优先数字发表的出版理念! 如国际知名学术

刊物(-(.%&(%)&(/0123%)及 -$3.&4%3旗下期刊都创办了

诸如 '#5$'670&(% 8&9.&% $2:9.(01.8&%&;<$3%))&#&9.&%

=.3)1等平台来实现优先数字出版# 当前国内学者比较

普遍理解的优先数字出版是期刊把印刷出版的内容提

前经过优化选择& 编辑及数字化处理! 先于印刷物出

版! 登载在互联网上或通过数字出版平台发送到用户

端!可以供多人同时在线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

传播行为*+>?+@,

#

笔者认为优先数字出版首先必须是数字出版!但

是目前学术期刊所采用的优先数字出版模式仅仅是将

学术期刊的载体数字化! 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真正做

到数字出版#具体是指在纸介质期刊出版前!以单篇论

文或整期论文的形式将电子版上传至网络上供读者下

载或阅读!论文的格式一般为 5AB格式!也可以使用

C836文档格式*+D,

#由于纸质期刊每期都有固定的页码!

有的期刊固定每期刊发的稿件数量大致相当! 所以每

篇文章的篇幅也大致相当! 这样在编辑校对阶段就要

对每篇论文的版面进行控制! 有的论文由于版面的原

因不得不删去部分内容! 造成文章的内容不完整&叙

述不详细的情况# 优先数字出版的文章就没有篇幅的

限制!另外!为了将科研成果最快的呈现给读者并且

确保作者的首发权!审稿通过的论文责编可以将没有

经过编辑加工的作者投稿的原始版本进行优先数字

出版# 因此!优先出版的论文允许与最终出版纸质期

刊中论文内容&版式等方面有一定的出入#这样编辑部

可以将科研工作者的学术成果以最全面的& 最详细的

展现给读者#

三!优先数字出版的实施模式

优先数字出版是在遵照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及期

刊编辑出版相关国家标准! 并且兼顾各种期刊出版规

范!遵循合法性&科学性&实用性&易用性&安全性的原

则!建设一个集数字出版授权&稿件在线编校&索引信

息标注校核&在线审稿&实时发表&网络定价和发行&网

络检索浏览下载于一体的期刊数字出版平台! 实现学

术期刊论文的快速数字出版 *+E,

!达到缩短科研成果论

文出版周期的目的#

优先数字出版从平台建设的实施模式来说!可以从

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是从期刊出版平台建设方面进

行讨论!其二是从科研学术论文发表方式方面考虑#

从期刊出版平台建设方面来说! 前文提到有两种

方式可以选择# 第一种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直接利用

*中国知网+的*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这种方式实

现起来比较简单! 前期不需要任何投入就能够实现学

术论文$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只需要跟*中国知网+

签订(*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授权书)"(期刊优先数

字出版合作协议)等相关的文件!并且根据*中国知网+

制定的(期刊优先数字出版规程)进行处理稿件即可,

这种做法不需要自己开发出版系统! 节省了编辑部的

开支!操作起开也很容易,但是由于*中国知网+设计开

发这个平台是面向全国的各种期刊!具有普遍性!但是

对于每个期刊来说!又有很多不同其他期刊的个性!此

平台可能不能够满足有些期刊对优先出版的某些特殊

要求,

为了实现学术期刊编辑部对优先数字出版个性化

的需求! 编辑部还可以通过自建学术论文优先数字出

版功能的平台实现优先数字出版,这样!能够使期刊根

据自己的需求量身打造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平台!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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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的一些特殊要求或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 但是

这种方式前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进行需求分析"平

台建设"系统测试等工作#除了耗费时间和精力外#还

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投入# 对于本来办刊经费较紧张

的编辑部来说更是不可行的!另外#使用这种方式也存

在着优先出版的稿件版权不能被很好的保护方面的隐

患#因为#以自建平台的方式不能够保证作者的学术成

果被优先出版后不被其他人员非法使用# 从而侵犯了

作者的权益#但是$中国知网%制定了特殊的规则#保护

了学术论文的著作权! 本文不再就这方面的问题展开

介绍#笔者将在其他文献中进行讨论!为了更好的达到

作者版权被充分的保护的目的# 有些编辑部在自建优

先出版平台的同时#也与$中国知网%签订协议使用其

有限数字出版平台# 而自建平台仅仅起到提前展示科

研成果的目的!这样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做法#既能够

满足自身对出版平台的特殊要求# 也能够达到版权保

护的目的!

在平台搭建好以后# 下一步就是优先数字出版的

具体实施# 实施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将拟刊发在纸介

质期刊中的学术论文提前上传至优先数字出版平台!

那么这里就涉及学术论文以哪种形式上传# 具体的做

法是有些编辑部是单篇论文上传# 有些编辑部是将定

稿的期刊整本上传!

四!优先数字出版的实施要素

一旦期刊编辑部决定实施优先数字出版模式#那

么就要充分考虑这种出版模式的实施要素# 因为优先

数字出版对学术期刊"期刊编辑部"编辑人员"审稿专

家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编辑人员需熟练掌握网络办公软件

编辑工作人员面对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必须努力学会运用现代化的编辑工作手段# 掌握现代

编辑技术#做到能够熟练使用电脑"互联网等现代工作

设备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学术期刊要进行优先数字

出版#前期的系统制作由计算机编程人员来实现#作为

编辑工作人员#其任务是能够熟练的使用该系统!除此

之外# 还需要将拟优先数字出版的文稿按照印刷版的

版式体例进行排版#如页眉的设置"各级标题字体字号

的设置等!据笔者了解#国内大部分期刊编辑部都是将

文稿交由专业的排版公司进行编排# 编辑部不具备相

关的排版软件和排版人员# 所以对优先数字出版的稿

件只能使用常用的字处理软件!"#$进行排版! 因此#

负责此项工作的编辑人员应熟练使用 %"#&软件! 经

排版后的 %"#&文档在通过转换软件将其转化为 '()

文件#再由专人将 '(*文件上传至出版平台#除了上

传 '+*文件外还应在系统中提供该稿件的文章标题"

作者简介"摘要"关键词等相关信息#以供读者对文章

有大致的了解!所以#对编辑人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二#提高编辑对稿件的甄别能力

学术质量是期刊的生命线# 必须牢牢把握学术论

文的质量# 一般编辑部收到稿件后要经过三审即编辑

初审"专家外审"主编终审后才能最终确定稿件是否刊

发! 优先数字出版虽然要求从收到稿件后以最短的时

间将其优先数字出版# 但是不能以忽视稿件质量来换

取稿件的快速出版# 在做到周期缩短的同时还必须重

视稿件的学术质量! 因此编辑对稿件的甄别能力要大

大提高# 这就要求编辑在编辑工作中具有高度的学术

敏感性和较好的学术素养! 要通过不断学习以充实自

己的专业素质#时刻关注学术的发展动态#保持能够站

在专业学科的前沿,-./

!

"三#应重视稿件的编校质量

除了要重视刊发稿件的学术质量外# 还要关注稿

件的编校质量#不能因为时间紧而忽视编校!因为纸质

印刷期刊在印刷前经过多次校对# 而优先数字出版没

有这么宽裕的时间去处理稿件# 所以编辑人员对优先

数字出版的稿件更应重视稿件的编校# 尽量做到刊发

的文章规范化并且符合国家标准! 比如对参考文献应

按&0123 44-567889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要求

进行标注#图表"英文单位的大小写正斜体等都应该按

相应的国家标准进行规范化处理!

"四#期刊编辑部必须缩短审稿周期

前文提到#稿件应经过初审"外审和终审后方可刊

发#目前这种出版模式三审的周期较长#而优先数字出

版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刊发稿件缩短出版周期# 但是

为了学术质量# 决不能省略某些审稿流程来达到快速

出版的目的# 要及时快速的走完审稿的各个环节! 因

此#应该做到缩短各审稿阶段的时间#使整个审稿周期

大大缩短!这就要求责任编辑时刻关注来稿#收到稿件

后在第一时间完成初审# 初审通过的稿件及时送交外

审专家#并将外审的周期限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

"五#编辑部应制定相关稿件编辑规则

为了使工作能够按照流程规范的执行# 做到工作

有法可依# 很多编辑部都制定了适合自己的稿件编辑

加工工作流程! 以前传统出版模式的工作方式已经不

能满足优先数字出版模式# 所以要根据优先数字出版

的模式修改或重新制定相关的工作流程# 以适应这种

出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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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编辑人员应提高版权保护意识

优先数字出版毕竟是新出来的一种出版模式!在

很多方面还存在不健全的地方! 期刊编辑部在做到稿

件优先数字出版的同时! 应充分考虑这种模式下稿件

出版后的版权保护问题!提高版权保护意识!制定相应

的措施对刊发的稿件及作者的权益进行维护"

五#结 语

优先数字出版模式的出现!加快了出版速度!使出

版周期明显缩短!这样大大缩减了期刊的出版时滞!明

确了作者科研成果的首发权# 同时也增加了期刊的影

响力!对期刊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能有一定的贡献#客

观上增强了编辑工作人员电子化办公水平! 提高了作

者和读者对期刊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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