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生命科学研究                                                                          2022 年第 3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Modern Life Sciences Research                                                          https://jlsr.oajrc.org/ 

- 25 - 

期刊评价影响下生命科学类期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尹 娟 

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希尔出版集团  美国 

【摘要】生命科学类期刊是生命科学论文的载体，是生命科学技术相关学术成果传播的重要媒介，是

当前先进技术成果分享的平台。期刊评价是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相关知识与方法，综合生命科学类期刊各方

面的指标之后，得出最终期刊的评价结果。以我国生命科学类期刊为研究对象，从期刊评价影响下生命科

学类期刊发展现状出发，从期刊评价体系下期刊发展所受影响进行分析，鼓励生命科学类期刊坚持办刊初

心，充分发挥各层次生命科学类期刊的优势，整合与其密切相关资源，找出适合生命科学类期刊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真正做到为生命科学技术领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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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fe science journals are the carriers of life science papers, the important media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for sharing the 
current advance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Journal evaluation is to use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synthesize the indexes of life science journals, and get the final evaluation results of journals. Taking 
Chinese life science journa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life science journa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ournal evaluation,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n their development under the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 life science journals are encouraged to stick to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life science journals at all levels, and integrate their closely related resources, and to find out the path 
suitab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 journals and truly serve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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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五大基础学科之一，

其影响力逐渐超越农业和医学，涉及种植业、畜牧

业、渔业、医疗、医药、卫生等传统领域，并延伸

到化工、能源等其他行业，由此看出生命科学的发

展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1]。生命科学的发展是为

了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如环境、健康、

粮食和可持续发展，且仍将不断地研究具体生命过

程以追求越来越准确地解释生命现象。当代生命科

学的最显著特征是创新性和知识密集性[2,3]。生命科

学的发展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密集性的馈入而导致

知识爆炸，出现海量数据，数据的分析和整合将成

为发展的限制因素。知识和技术爆炸将生命科学推

入信息时代[4]。因此，生命科学类期刊的创办是软

实力积累的过程。伴随新媒体技术的新发展，生命

科学类期刊读者群不断扩大，学术成果的大众普及

度也在不断提升，生命科学类期刊影响力越来越受

到关注[5]。生命科学类期刊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有助

于学术期刊建立话语权并塑造品牌形象；生命科学

类期刊社会影响力的评价拓展了人们对于生命科学

领域学术成果影响力的理解，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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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评价的需求，是对传统期刊评价的有益补充和完

善；生命科学类期刊影响力的扩大有助于更好地服务

社会，促进国内外沟通与交流，服务于我国科技强国

建设，最终服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生命科学类期刊评价的现状分析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简称 IF）即某刊平

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数，是科睿唯安公司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推出的 JCR 里的一个指标，用于

衡量某刊所发表的论文的总体影响力。一般来说，

IF 越高，期刊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传统的学术评价

中，首先选择评价指标，然后确定权重，再选择评

价方法，最后计算得到评价结果（图 1），在这个

过程中，除了赋权方法选择比较复杂外，评价方法

的选择也是个大问题[6,7]。 
换一种思路来看，直接根据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或分类，评价方法可以采用聚类分析或无权重评价

法，得到评价结果，然后分析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

或权重，找到关键指标[8]。相反，它是一种新的期

刊评价方法，利用期刊评价指标的数据，利用重要

指标，尽量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如图 2）。 

 

图 1 传统的期刊评价流程 

Fig. 1 Traditional journal evaluation process 

 

图 2 改进后的期刊评价流程 

Fig. 2 Improved journal evaluation process 

表 1 “CNS”组合（Cell、Nature、Science）的 IF 值 

Tab 1 IF values of the "CNS" combination （Cell， Nature， Science） 

期刊名称 
IF 

年复合增长率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Cell 31.398 31.398 38.637 41.582 66.850 16.32% 

Nature 41.577 41.577 42.778 49.962 69.504 10.82% 

Science 41.058 41.058 41.845 47.728 63.714 9.19%  

评价指标 

聚类分析 

客观评价 

无权重评价 

评价结果 权重分析 

评价指标 

主观赋权 

权重赋值 

客观赋权 

方法选择 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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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评价中，生命科学类期刊社会影响力的

提升有助于期刊话语权的建立。生命科学类期刊作

为生命科学领域学术重要的沟通和交流平台，要重

视社会影响力的建设，聚焦期刊定位，紧跟国家需

求，精准切入，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拥抱开放科学，

采取开放办刊的政策，关注国内外市场的发展变化，

最大限度地提高期刊影响力，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

责任。 
以《Cell Research》（细胞研究）为例，《细胞

研究》是由中科院主管的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相关研

究领域的英文版国际期刊。2022 年影响因子达到

46.297，为中国同类期刊之首。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

期刊的编辑团队，应坚持专业科学编辑办刊的模式，

能够逐步将品牌打造成能够和《自然（Nature）》、

《细胞（Cell）》比肩的国际知名品牌，一起助推中

国科研的发展。 
2 当前生命科学类期刊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2.1 创刊方向不明确，盲目追求影响因子 
从论文的持续影响力及再传播角度考虑，学术

性强的论文较技术类论文传播面广、影响力大。生

命科学学术性论文主要反映科研团队连续性的科研

成果，而生命科学技术应用类论文旨在传播生命科

学领域的创新技术成果，促进技术性的成果服务实

际生产，二者无论从作者群体，还是读者群体都存

在较大的差别[9,10]。生命科学领域学术性论文主要产

生于高校或科研单位，围绕生命科学技术重大课题

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研究深度较高，面向的读者群

体大多同样来自高校或科研院所，这些读者群体长

期处于科研一线，因此在撰写科研论文时更易关注

和引用学术性论文。生命科学技术应用类论文更多

的是科研团队或生产单位通过总结实际经验或专利

产生后为技术推广而做的后续工作，面向的读者对

象为生命科学技术生产单位或者一线基层技术服务

领域的技术人员等，因此，此类论文内容直观，通

俗易懂，受到读者群体的高度关注。相较于学术性

论文的读者群体，这类读者群体规模更大，分布更

广，然而，他们主要注重生产实践，不撰写或较少

撰写生命科学领域论文，因此，他们关注的生命科

学技术应用类论文经常出现阅读和下载量较高、引

用率较低的现象[12]。 
2.2 期刊的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新意 

期刊从办刊定位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拥有自身

的定位、内容特色及服务群体，在创办之初，办刊

人根据办刊宗旨，明确了办刊方向和刊发内容。随

着中国经济、科技快速发展，中国科技期刊开始崛

起并蓬勃发展，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成果也越

来越多，发表文章成了职位晋升或绩效考核的要求，

各期刊的来稿数量显著增加[13]。论文的“质量”越

来越倾向于定量化评估，潜在引用率逐渐成为期刊

编辑部审稿的隐形尺度，期刊选用稿件标准有“重

学术、轻技术”“重热点、轻冷门”的发展趋势。

尤其是生命科学技术型期刊在面对不同类别文章时

显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学术类的文章较技术类的文

章更容易受到办刊人的青睐，研究内容是热点的文

章哪怕缺乏新意，也往往容易通过审查，而创新的

冷门文章却经常因各种非论文质量问题被拒之门

外。 
2.3 期刊的各类评奖与资助出现了倾向性和重

复性 
生命科学领域期刊资助项目或期刊奖项评比

时，在其申报材料中都要求体现期刊评价中的相关

数据，如不同类型的期刊纳入，是否为 SCI、EI、
“北大核心”，以及影响因素是什么。与期刊评价

相关的指标数据与评价结果直接相关，从而无形地

有助于出版物的价值导向。与此同时，各项资助与

评奖之间并没有根据期刊的等级地位和学科分类进

行细致的区分。所有学科和各级的大规模评估不仅

增加了遴选工作量，而且没有很好的针对性。它们

还可能造成生命科学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和资金不

平等，甚至某些资助和评奖还会考察参评期刊的其

他获资助情况，造成重复资助或重复获奖[14]。 
2.4 “高、精、专”编辑队伍建设投入不足 
对于生命科学类期刊的发展历程而言，办刊队

伍的素质与培训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从目前来看，

伴随数字化技术与编辑技术的不断优化与发展，期

刊建设更加需要有新的编辑思维理念，高素质的人

才队伍和比较前沿的生命科学领域储备理论与实践

知识。然而由于涉及到相关利益，在针对生命科学

类期刊的“高、精、专”编辑队伍建设方面需要的

资金相对比较滞后，进而影响到期刊发展进程，同

时也影响到编辑队伍自身素养的提高。 
3 期刊评价影响下生命科学类期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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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 
3.1 明确生命科学类期刊发展定位，打造特色

品牌 
生命科学类期刊要根据自身品牌的特点，进行

发展定位，需要适时的形式特点，以免发生期刊同

质化。在打造自身的品牌特色时，要依据生命科学

类期刊与世界相关领域发展的热点问题接轨，要结

合世界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约稿，并在

各种学术会议中积极地运用品牌价值，向专家学者

和读者阐明品牌栏目的优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能够让自身品牌屹立于生命科学类期刊之林，否则

将会优胜劣汰，失去自己发展的平台。同时要借助

新兴媒体的发展，向广大读者展示生命科学类期刊

的发展品牌特色。 
3.2 推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 
仅仅打破 SCI 所涉及到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否定 SCI 作为高级别期刊的评价

体系。相反，是要正确地利用这一被国际所认知的

评价手段，除了要符合 SCI 的相关规定外，更需要

是不能对 SCI 论文过度依赖。SCI 学术期刊在影响

因子、文献引用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优势，这就给

生命科学类期刊国际化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我国

生命科学类期刊发展相对较晚，在国际影响力上还

需要时间去追赶，但这不是不可逾越的问题。需要

鼓励我国生命科学类期刊要积极地与国际科学界进

行交流，力争能引入国际期刊评价的优点，在自身

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5]。同时要利用国际

期刊评价体系，让学术出版生态回归到其基本职能，

不能让高校和研究机构过分追求 SCI 发表量、高引

用量等来影响到期刊评价的指标，这就需要生命科

学类期刊在自身发展中要让学术更纯粹，少一些利

益输入。 
3.3 加强新媒体融合出版能力 
生命科学类期刊作为收集与传播生命科学领域

的高水平成果的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

前新的传播媒介、出版高科技水平和新的阅读方式

的导引下，生命科学类期刊的出版环境也随之变化，

需要期刊与出版社融合发展，推出与新媒体匹配的

传播模式。让生命科学类期刊在新科技发展过程中

能够推广新的移动媒体、短视频平台等相关的文献

类传播渠道。加强其新媒体出版能力，积极地融入

到新媒体氛围中，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知识进行共

享，提升自身品牌价值，选择开放获取模式的期刊

出版，以网络优先发表的方式第一时间出版最新的

研究成果，同时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将这些研究成果

展示与分享，发挥了生命科学类期刊专业优势，同

时最大范围扩大了学者的传播影响力。 
3.4 构建适合国情的学术评价体系 
教育部、科技部发布关于打破科研项目、职称

评审等过程中与 SCI 学术论文关联的文件中指出，

不能过度依赖 SCI 论文来评审，需要更客观的评价

体系来认可成绩。为了 SCI 而失去了学术自身的价

值，针对打破 SCI 的评价体系，同时也要构建适合

本国国情的学术评价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比

较完备的学术成果检索工具，包括北大核心、

CSSCI、CSCD 等，虽然生命科学领域在国内发展中

比较晚，但一些科技成果还是达到国际化水平，并

且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虑，同样能够为人类社会的

发展服务。基于此，应当积极推动回归到科研与学

术的本身上，要真正严谨地做学术、做科研，而不

是为了评审而去 SCI 化。 
首先，在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

要改善与之相匹配的评审机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鉴

定标准，要激励研究机构与高校参与其中的建设中，

特别是将数字化技术与新媒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让学术成果能够分享出去，并以新的形态传播开来，

为其转化为社会有用的知识成果提供平台和机会。 
其次，完善期刊质量同行评价的制度体系建设。

应科学设计流程，加强过程监督，促进评价程序的

公开、透明和数据的开放。 近十多年，由于受量化

评价思维的影响，我国在期刊评价过程对生命科学

类期刊的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还有待更进一步去

调研，设计出与之对应的制度框架，建议学界和出

版界在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吸收多方参与，

完善流程设计，加强过程控制和监督。 一方面，要

不断完善同行评价方法本身的操作规范设计，努力

减少外部学术评价政策环境、人情关系、利益关系

等对期刊评价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期刊和评

价工作的宣传，使更多学者了解期刊，了解期刊评

价，客观认知评价结果，努力减少信息交流对期刊

质量同行评价的影响程度。 
最后，还要加强评价保障和监督机制建设，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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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参与评价人员开展元评价工作，对评价人员表

现进行评价，甄别那些不认真评价、不客观评价或

打感情分、人情分的评价者，营造公平公正的评价

氛围。 
4 结束语 
总之，在针对科技创新与科研成果中期刊评价

体系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同时对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建设意义深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打破 SCI 为核心的期刊评价体

系中，要积极的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评价方式，

同时应该理性去思考生命科学类期刊如何坚持自己

的发展道路，无论是相关主管部门、科研机构还是

高校，都需要让学术期刊回归到其共享与传播的职

能上来。在数字化技术与新兴媒体不断发展地进程

中，生命科学类期刊也要随之变得更加具有融合力。

在新的学术出版生态下，要可持续发展，就需要革

新，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带来一系列突

破性进展，呈现革命性突变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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