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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术和专业出版者协会召开

“未来科研信息交流的变革”国际研讨会

——— 微软公司和 《自然》出版集团对新出版时代的反应

张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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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学术和专业出版者协会（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简称 ＡＬＰＳＰ）２００７年４月

中旬在伦敦召开了２００７年度第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未来

科研信息交流的变革”。当前信息交流的一些争论热点是，

学术期刊已不再被普遍看作是学术交流的唯一模式，期刊文

章将逐渐失去科学研究产出的重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科

研人员会将第一手数据资料视为研究的首次产出，文章只是

快速从非正式到正式信息交流的途径之一。不言而喻，出版

商和信息研发人员迫切需要在计算机不断革命的时代，老的

学术出版模式面对新压力的背景下，前瞻性地了解科学研究

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科研人员如何更快地开放存取资料？

又如何在日益庞大的信息流背景下进行合作研究？因此

ＡＬＰＳＰ认识到，努力探索未来信息流在二进制技术手段下数

字化的有效价值是出版业的当务之急。他们提供这个平台

和机会，邀请了不同专业的科学家、期刊出版者以及开发数

据库的技术专家一起参与，召开了各方关于加速科学信息传

媒的国际研讨会。大会专题发言：（１）现在科学研究人员的

工作方式；（２）资料数字化出版的核心作用；（３）最新的互联

网信息交流形式以及来自微软和《自然》出版集团两个重点

发言，烘托了网络与出版业未来的主题。

我代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是来自中国的唯一参会

者，有义务将与会者公认的最能表现会议精髓，同时也使期

刊出版者触动最深的两个重点报告内容“微软技术创新思路

和《自然》出版集团的动态反应”介绍给同行，以飨读者。

１　研究传媒的未来———微软技术创新思路

微软公司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学术通信部长Ｄｉｒｋｓ先生题

为“研究传媒未来（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重点发言吸引了所有的听众，鸦雀无声的会场，不断变换

的屏幕证示着传统的“实验笔记→数据资料→学术期刊→学

会组织的学术会议”科学信息交流模式将逐渐被现代数字化

的机构知识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数据检索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电子科学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及互联网的冲击

波（Ｂｌｏｇｓ，Ｗｉｋｉｓ）动撼和取代；他快速反应的信息理念一直

在网络与出版的未来大做文章，并预示日新月异的发展鞭策

着微软去开发领先的技术支承，促使Ｇｏｏｇｌｅ去研发超速的搜

索引擎。总之，传媒业不断孕育着新的革命令传统的学术期

刊出版者既兴奋不已，又心有余悸，紧张地思索着变革，这就

是报告的效应。其报告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

１．１　面临的问题与未来的趋势

（１）科学研究成果和专业标准数据的开放存取对政府

的决策部门、科学基金委员会、科研所的管理部门要求会更

加规范。

（２）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学科的发展要求建立易于

使用的共同标准，如机构知识库的保存和使用，数据元的构

件，索引协议（ＤＯＩｓ，ＯｐｅｎＵＲＬ）等，以及围绕着科学内容的

服务，如资料的储存和分析，出版工作流的工具等均需要一

个共同操作的全球化标准。

（３）为了保证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权威性，经过严格检验

的各种开放性同行评议体制将会更加必要和完善。

（４）未来五年随着另一个教育高峰的来临，学科的渗透

和交叉，知识的革新和繁荣，学术的弘扬和褒奖对知识产权

和著作权界定标准和运作要求会越来越高。

１．２　开放存取的动力和影响

世界经合组织在２００４年（ＯＥＣＤ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ｄｉｎｇ，Ｊａｎ０４），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所在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０５年（ＮＩＨ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３）＆

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ｌａｎ，２００５），欧盟在２００７年（ＥＵ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ｎＯｐ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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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ｅｓｓ，Ｆｅｂ０７），美国（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

Ａｃｔ”，Ｓ．２６９５）等，近期分别签定了支持开放存取的宣言书、

请愿书和共享计划。

目前全球约有２３０００份学术期刊，其中２６２１种已加入

到开放存取的行列中。

下面的几个学术机构知识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的网络，如 Ｃｏｎｎｏｔｅａ，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１０００Ｂｉｏｌｏｇｙ，Ｗｉｋｉｓｆｏ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以及被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排名的一些优秀的大

学知识机构库，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佛大学等已被

教育界和学术界广为运用。试想，有这些强大的网络功能，

开放存取影响势必大大提高研究成果的国际度和引用率。

从商业的角度，用户也偏爱在开放存取学术文章上做广告以

提高知名度。

１．３　数据革命的走向

许多领域，尤其突出的是生命科学领域，数据库正在作

为一个信息交流的媒介逐渐取代文章出版物。目前，已有近

１０００多家共享公共基因数据库。根据今年３月出版的《自

然》报道，美国 ２２家 机 构 （包 括 ＮＳＦ，ＮＡＳＡ，ＤＯ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等）正在联合起来储存联邦组

织所公开的学术机构数据库。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在今年

的基础报告中也强调，高性能计算机数字化基础构件是需要

多方协同工作才能完成的一项功在千秋的巨大项目（Ｇｒｏｕｐ

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ＷＧＤＤ）。

１．４　同行评议的终极目标

通过美国国际商用（ＩＢＭ），谷哥（Ｇｏｏｇｌｅ），《自然》出版

集团（ＮＰＧ）等开发的用于开放同行评议目的功能软件，如：

ＩＢＭｓ的“ＭａｎｙＥｙｅｓ”，Ｇｏｏｇｌｅｓ的“Ｇａｐｍｉｎｄｅｒ”，Ｍｅｔａｗｅｂｓ

“Ｆｒｅｅｂａｓｅ”，ＣＳＡ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ａ以及其他的如 Ｓｗｉｖｅｌ”ｐｒｅｖｉｅｗ

等均具有极强的开放索引和公开评议功能。这些举措就像

探照灯一样，有助于杜绝学术界的一些造假、剽窃等浮躁行

为。同时，也有助于避免科学研究进程中的重复浪费现象。

因此，同行评议是保证科学研究的公正性、权威性、先进性的

一种必要的过程。在现代高技术手段支持下，如以上的这些

功能软件得到开发，科学家会得心应手地把它作为研究中不

可缺少的、成熟、完善的工具来运用。

１．５　未来５～１０年学术信息交流热点

（１）原文和数据的开放存取将会作为法规而不容异议。

（２）出版物要以电子实时联结而传播并配合相关软件

形式而存档。

（３）Ｂｌｏｇｓ（博克）和 Ｗｉｋｉｓ（快克）在科学研究中将会作

为互动协作的一种必要工具而被广而用之。

（４）新型的同行评议体制和社会性的互联网形式将会

普遍被采用。

（５）高性能计算机数字化控制构件将被作为国家和国

际性机构知识库的关键部件而被研发和运用。

（６）数据的保存和长期访问在科学研究的生命周期中

将占主导统治地位。

（７）围绕着科学信息数字网络化的在线分析，可视度和

传播度的提高，一个新兴昌盛的服务产业将会出现。

２　学术期刊出版的角色———《自然》出版
集团（ＮＰＧ）的动态反应

　　剑桥大学毕业的ＤａｖｉｄＨｏｏｌｅ先生现为《自然》出版集团

品牌行销和版权部部长。他报告的题目是学术期刊出版的角

色（Ｄｏ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ｈａｖｅａｒｏｌｅ？），从七个方面展开了他的观点：

２．１　 一个Ｗｅｂ２．０的世界

相对与科学信息索引（Ｉ＆Ａ）的媒介，如ＰｕｂＭｅｄ，Ｇｏｏｇｌｅ，

都是媒体发布信息，读者来看；而对于 Ｗｅｂ２．０是相对于大

众媒体相互参与的过程，其表现为全球有７亿的Ｂｌｏｇｓ，６５万

的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１７亿的ＭｙＳｐａｃｅ成员等互动的网络交流现象，

如洪流滚滚，势不可挡。

２．２　 学术期刊出版仍然是一个大的主流产业

ＳＴＭ（科学，技术，医学）的市场份额估计为１００亿美元。

如Ｗｉｌｅｙ用约为１０亿美元并购了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Ｒｅｅ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年利润和资产分别为约１０亿和２０亿美元。

２．３　矛盾体的共存

尽管Ｗｅｂ２．０是相对于大众媒体的、互动的、自由的，是

全球一大群人发掘智慧的论坛，大有取代信息交流主体的洪

势。但是学术出版仍然是一个严肃的具有选择和拒绝权利

的商业媒体。因为科学绝对要求质量精确，宿有起源，命有

结果，出有根据，注有结论，文有考证，溯有影响的严谨过程。

２．４　出版者面临的新挑战

各种新的研究、新的信息、新的技术开发、新的媒体传播

对应于各种不同期望值的新一代用户，出版者面临在新的环

境下应如何提供实时的信息价值？答案只有一个，创新！这

就是当今出版者的角色作用。

２．５　《自然》出版集团的创新举措

（１）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ａｔｅｗａｙｓ）；

（２）Ｃｏｎｎｏｔｅａ；（３）Ｂｌｏｇｓ；（４）Ｎａｔｕｒ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５）Ｏｐｅｎ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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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上网了解《自然》出版集团开发的这几个工具

的功能和作用。如，第一个是加州圣地亚哥大学（ＵＣＳＤ）和

《自然》（ＮＰＧ）开通的信息门（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Ｇａｔｅｗａｙ），它可向该

大学免费提供最新的生物学信息；ＮＰＧ已与一些科学研究

部门、大学及期刊社开通 Ｇａｔｅｗａｙ。第二个（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ｏｎｎｏｔｅａ．ｏｒｇ）是一种实时联结参考文献的工具。第三和第

四是针对《自然》杂志互动的网络行为。第五是《自然》出版

集团全新的开放式同行评审的体系。

２．６　 其他一些国际创新项目

如ＰＭＣ，ＡｒＸｉｖ，ＰＬｏＳＯｎｅ和Ｐｕｂｃｒａｗｌｅｒ。除了ＡｒＸｉｖ是

以数学、物理和计算机及计量生物学外，其他几个均是以生

命科学为主，非常著名的机构知识数据库。其中，ＰＭＣ是２１

世纪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创建的一个开放存取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的生命科学全文数据库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ＭＣ）。ＰＭＣ只接受经过国际同行评审体制的期刊，对收录

期刊的科学及编辑质量、数据文件质量等方面具有严格的要

求。申请加入 ＰＭＣ的期刊同时要接受严格的样本数据文

件———关键是ＸＭＬ（可扩展标记语言）或ＳＧＭＬ（通用标记语

言）文档的评估。由此可知，数字化的技术实施是网络国际

化创新项目的基础。

２．７　 新的时机

当代的信息交流的特征是编辑的科技内容越来越丰富，

发表的热点文章反应指数越来越高，互联网用户的可视度越

来越广，亮点文章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快。如雨后春笋出现

在互联网时代的Ｂｌｏｇｓ（博克）和 Ｗｉｋｉｓ（快克）等新生事物也

需要规范的管理和正确的引导。另外，知识版权的保护，文

字诽谤的定义，数据资料的维护都需要更加专业化的处理程

序。这些都是出版业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要应对的机遇。

３　 结论

变革是不变的硬道理，创新是必然的发展出路，出版者

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是这个舞台需要什么样的出版

商呢？

我们从微软公司和《自然》出版集团对新出版时代的反

应中悟出了什么？值得我国科技期刊界同行深入思考，从中

吸取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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