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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 2.57 万篇，年均增加 970 篇；

而在海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则由 1.34

万篇上升至 29.82 万篇，年均增加

16753 篇。

相应地，我国本土期刊对我国

SCI 论文的贡献率，也由 2000 年的

40.7%，下降至 2017 年的 7.9%。

论文“越来越强”，期刊“不

强反弱”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公

开的秘密”：国内不少科研单位甚

至某些科研主管部门，在研究评价

中过于强调 SCI，并将 SCI 论文数量

和影响因子指标化、数量化地置入

评价体系或方案中，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强迫性”地将我国的大量优

秀科技论文引导到国外发表，使得

国内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

的高水平稿源日益匮乏。

相应地，在这种生态环境下，

国内一些科技期刊不仅没有奋起直

追，反而“自甘堕落”，沦为“毕

业论文”“职称论文”的发稿工具，

背离了发表创新成果这个科技期刊

最根本的功能，很多科技期刊长期

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陷入学术影

响力低下与优质稿源缺乏互为因果

的“恶性循环”。

用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

员会委员邬书林的话说，在中国这

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

研成果发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期

刊水平不高，造成大量高水平论文

外流，论文外流，又造成期刊水平

下降”的怪圈。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当我国

科研人员的重要研究成果，大多发

表在国外，而重要期刊的全文数据

库，也基本都在国外时，就在事实

上形成了学术资源“两头在外”的

被动局面，从而使得我们这个科研

强国丧失了应有的学术优势和科技

话语权。

近几年来，我国对世界科技创

新贡献率大幅提高，已经成为世界

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研产出

国。2018 年，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

我国科研论文已达 41.8 万篇，连续

十年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

量、热点论文数量持续居于世界第

三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达 535

万人，连续 6 年稳居世界第一。一

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成长起来，原创

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相较之下，我国科技期刊建设

短板突出，国际显示度低，学术影

响力弱，全国 5000 多种科技期刊，

被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的只有 200

余种，载文量不足 3 万篇。是时候

让科技期刊触底反弹了！

肥水外流，
一年送去一艘航母？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刘 彩 娥 研 究 员

2018 年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发

表论文称：检索 2006 年到 2016 年

的 数 据，10 年 时 间， 国 家 自 然 科

学基金委资助面上项目经费总额为

8075650 万元。面上项目中各项科研

成果总和为：国际期刊论文 380314

篇；国内期刊论文 406102 篇；专著

44867 部；发明专利 43253 项。假设

每种科研成果的成本花费是均等的，

那么，这 10 年间经费总额度与科研

产出之比约为 9.23：1。也就是说，

每篇论文的经费成本平均为 9 万余

元（科研项目从立项资助到结题一

般 3 到 5 年， 年度报告中不是当年

的经费用于当年的科研产出，文章

计算仅仅是粗略的估算）。

以此计算， 2016 年 SCI 收录中

国学者的英文论文 321266 篇，科研

经费成本大约为 295.56 亿元人民币

（包含少量国内英文版刊物）。单

中国学者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的版

面费， 有专家粗略估计每年达到数

十亿元人民币。而中国改造辽宁号

航母时，购买“瓦良格号”的花费

为2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亿元。

而中国改造辽宁号航母的花费约 24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20 亿元。

此外，我国的科研人员完成的

论文发表在国际刊物上，国外的刊

物拥有版权，国内同行想阅读这些

文献，国内的科研单位又不得不花

费巨额资金购买国外文献数据库的

使用权或者订购国外的刊物。粗略

估计，全国 211 高校每年购买国外

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权花费大约十几

亿元人民币，这笔费用仅仅是一年

时间的使用权，并没有购买到永久

性的文献。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

某高校杂志主编透露，作为一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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