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老牌出版社缘何愿意“倾囊”合作
转制 11 年，中国激光杂志社闯出市场化生存的专业制胜之道

转制 11 年， 从十几人的联合编辑部发

展成为国内最大、全球第三的光学期刊出版

机构———作为上海唯一一家转企的学术期

刊出版机构，中国激光杂志社在与国际同行

的合作与竞争中，不断证明着一句话：“有实

力，才有议价权。 ”

曾经，有国际合作者傲慢地说，“合作办

刊，你们用我们杂志的退稿就行了”。 可是，

中国激光杂志社英文团队在主编的带领下，

依靠光学专家的支持，使期刊的影响因子闯

进了学科 1 区（最高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社在考察研究了 18 个月后， 决定与中国激

光杂志社合作，创办《高功率激光科学与工

程》。期刊获得成功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将其

全部市场推广预算投给了这本合作刊，并以

此为范例，在中国拓展更多合作。

做寂寞的先行者，从小小编
辑部走向世界一流出版机构

作为我国期刊转型试点，2009 年，中国

激光杂志社率先实行转企改制， 由中科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光学学会

共同投资， 以独立法人的体制运营出版光

学期刊。

“在国内多数期刊还处于小作坊经营的

状态下，我们率先走出了集群化的一大步。”

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蕾完整

经历了这一“蝶变”的过程。

杂志社刚起步时，由四本期刊组成的联

合编辑部只有十几人。 2011 年，他们曾想找

世界光学期刊排名第一的美国光学学会合

作办一本新刊， 对方质疑他们的办刊能力，

婉拒了合作请求。

受挫后的奋起直追， 从认真学习开始。

中国激光杂志社在国内最早开始建设自己

的期刊数据库，从投审稿系统、编辑加工、发

行推广，到每篇论文的数据解析，他们坚持

十年，自投 2000 多万元经费。

为什么做得那么辛苦？因为国外出版机

构只允许中国期刊付费使用， 却拒绝出售，

甚至连后台架构都不肯让中国同行看一眼。

作为国内期刊数据库的先行者，激光杂志社

只能从这些期刊网站的前台呈现来揣摩推

断，一步步建立自己完整的数据库系统。

这一切真的很难，为此有人也曾不理解

杨蕾的坚持。而当国内越来越多的期刊与国

际出版机构开展合作，中国激光杂志社拥有

自主数据库的优势显现了出来：不必依赖他

人的出版平台，在合作谈判中有了更多议价

的主动权； 同时理直气壮地拒绝 “贴牌”合

作，要求利益分成，为中国科技期刊在世界

上有尊严地站稳脚跟，夯实了底气。

如今，中国激光杂志社已拥有四本英文

学术期刊、三本中文学术期刊，团队已从单

纯的编辑部，拓展到内容生产、市场拓展、IT

支持、产品推广等多个部门，已初具一个世

界一流出版机构的雏形。

杨蕾表示，未来五到十年，在国家和上

海市支持下，杂志社将对标国际顶级出版集

团，努力发展成世界一流的专业出版机构。

立足本土学科优势，中文期
刊口碑与订阅量“逆势”上扬

很多期刊的国际化体现在英文期刊上，

但中国激光杂志社的中文期刊同样显示出

日趋浓厚的国际化气息。

近年来，不少自然科学中文期刊为优秀

稿源稀缺而发愁，中国激光杂志社的中文期

刊却从 2018 年起， 逐步从月刊办成了半月

刊，每本刊物厚达三五百页。 尽管定价高达

150 至 180 元，订阅量却有增无减 ，且有相

当订户来自海外。

最近，《中国激光》刊发了一期激光生物

医学专刊。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评委、

美国达特茅斯大学蒋曙东教授将这组稿件

介绍给美国同行，引来广泛好评，甚至将其

翻译成英文加以传播。

光学中文期刊缘何会受到西方学者关

注？ 有统计显示，华人是全球光学期刊的最

大作者群体。 杨蕾说，有了这一坚实的受众

面基础， 光学期刊的发展怎能偏废中文刊

呢？ 目前，中国的激光技术和产业发展已从

“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 “随着中国科

研硬实力的不断提升，华人学者投稿中文刊

的热情迟早会超过英文刊。 ”杨蕾说。

如今，中国激光杂志社麾下的三本中文

期刊均进入良性循环。 今年 7 月，三本中文

刊同时被科睿唯安数据库收录。随着收稿量

的不断增加，杂志社将会借鉴《自然》《科学》

等杂志的办刊方式， 在新兴热门学科方向

上，通过“单刊裂变”的方式，不断创办新的

子刊。

从办刊到创立学科刊群 ，

“学术+产业”拓展国际影响力

在夯实自身发展实力的同时，中国激光

杂志社联合国内各家光学期刊，以数据汇集

的方式，开创了国内专业学科集群化建设的

独特模式。 2004 年，杂志社自主建设了国内

第一家以专业学科为特色的数字出版平

台———中国光学期刊网。

“如果每个编辑部都自己做一个网站，

很难形成气候。 ”杨蕾用一组数据说明了集

群化带来的优势：目前，中国光学期刊网日

均浏览量 30 万次，网站全球排名前 1%，在

专业光电网站中全球排名第一。 此外，这一

先进模式理念还催生了国内很多学科刊群。

在出版世界一流光学期刊， 打造有全球

影响力的特色期刊群同时， 中国激光杂志社

还组织高质量学术会议与评选等活动， 建设

中国最受关注的光学出版平台与媒体平台，

为世界了解中国光学科研前沿打开一扇窗。

创办于 2013 年的 《高功率激光科学与

工程》于 2015 年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20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时，该论文被诺奖评

委会列为引用文献， 写入获奖项目的介绍

中。从此，这本杂志成为世界高功率激光科学

领域的“必读”期刊。近年来，由这本期刊编辑

部举办的在线论坛、线下会议，已成为全球该

领域顶尖学者“打卡”必到的学术盛会。

前7月科创板IPO募资“勇冠全场”

注册制改革持续释放效应，市场热力不断高涨

注册制改革持续释放效应， A 股市场

热力也在不断高涨 ， 科创板更成为其中

“最亮的星”。 最新数据显示， 从今年 1 月

至 7 月 IPO 募集资金的总量来看， 科创板

已经超过主板、 创业板、 中小企业板的总

和， 勇冠资本市场 “全场”。

7 月 IPO 募资额创历史新高

刚刚过去的 7 月 ， A 股共有 52 只新

股上市， IPO 募资额达到 1098.1 亿元， 首

次单月突破 1000 亿元 ， 创下历史新高 。

其中， 科创板 “一哥” 中芯国际就占了当

月募资额的一半。

来自 Wind 资讯的数据显示， 自 2016

年新股发行重启以来， 前一个发行高峰是

2016 年下半年至 2017 年底。 经历了 2018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一波发行低谷后 ， 在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等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

加持下， 去年下半年以来， 新股发行再度

提速。 从近一年新股发行趋势来看， 平均

募资金额有较大幅度提升。

随着今年 7 月 31 日江航装备 、 盟升

电子、 国联证券、 起帆电缆、 甘源食品等

公司上市， 1 至 7 月 A 股合计新上市公司

169 家 。 其中 ， 沪市主板 35 家 、 中小板

18 家、 创业板 43 家、 科创板 73 家， 共募

集资金 2314.91 亿元。 从行业来看， 信息

技术排名第一， 募资 1039 亿元 ； 工业板

块紧随其后， 募资 701 亿元； 医疗保健排

名第三， 募资 338 亿元。

如果观察各个板块的首发募资金额 ，

科创板募资 1465 亿元 ， 位居首位 ； 主板

募资 705 亿元， 紧随其后； 创业板和中小

企业板分别募资 228 亿元及 137 亿元， 科

创板募资金额已超过主板、 创业板、 中小

企业板三者总和。

科技类公司成此轮大赢家

作为面向科创企业、 同时试点注册制

的新设板块 ， 科创板平稳运行一年多以

来， 上市公司数达到 148 家， 放眼所有科

创板上市公司， 几乎都来自高新技术和战

略新兴产业领域 。 科技类公司成为此轮

IPO 的大赢家。

最近一段时间， 二级市场震荡加剧 ，

但科创板的关注度并未减少， 投资者热情

依旧高涨。 从今年以来上市的科创板公司

首日涨幅分布看， 近期上市新股涨幅明显

高于 4 月， 涨幅超过 200%已是常态 ， 部

分个股涨幅甚至达 900%。

据统计， 包括科创板基金、 科技投资

方向的基金和即将问世的科创板 50ETF 及

联接基金在内， 共有数百亿元增量资金将

投向科创板。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 A 股 IPO 规模和

频率持续提升， 市场新陈代谢的机能不断

增强。 进入 8 月， 创业板也迎来了注册制

首批个股申购， IPO 步入常态化。 8 月首

周就有 19 家公司进行申购 ， 月度发行数

量或将继续维持高位。

中国证监会日前召开的会议则透露 ，

将发挥资本市场机制作用， 更好支持创新

驱动发展、 国资国企改革等国家重大战略

和区域发展战略；保持 IPO 常态化，推进再

融资分类审核；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领域公

募 REITs 试点落地，尽快形成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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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 2007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7 0 5 5 3 5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5 58827 元

三等奖 89 1800 元

四等奖 1328 300 元

五等奖 19771 20 元

六等奖 241334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6416310.97 元

排列 5 第 20174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9 4 9 5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0174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9 4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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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夏日

经济为全国服务业小店增添新活

力。来自美团的小店经济复苏大数

据显示，7 月份， 全国小店消费复

苏率超 90%，当月新增小店达到 9

万余家。 其中，上海服务业小店消

费复苏率达到 101.4%，这意味着，

与去年 12 月相比， 上海小店的消

费已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不

仅如此，7 月上海服务业小店的消

费金额也位居全国榜首，展现出强

大的生命力。

咖喱博士是上海的一家日式

咖喱店， 曾被评为 “上海最好吃

的咖喱”。 疫情期间， 小店遇到了

资金短缺问题， 发愁之际， 政府

和平台企业给与了帮助， 小店拿

到了 16 万元的贷款额度， 解决了

燃眉之急。 此后， 咖喱博士通过

数字化手段积极拓展线下新客和

线上外卖， 目前小店已经恢复到

收支平衡的状态。

一家小店，一家希望。 从各区

情况看，上海城区的小店消费复苏

率要高于郊区，徐汇区和浦东新区

的小店消费复苏率均超过 100%，

长宁区小店的消费复苏率也达到

99.8%。 数据同时显示，上海小店

的营业额在 7 月有一波提升，7 月

13 日至 19 日这一周，消费额较上

月同期增长 32.9%，超过全国小店

平均增长水平。

夏季到来，消费者夜间消费的

需求不断上升， 拉动小店经济增

长。 大数据显示，7 月，全国夜间营

业的小店占比达 88.5%，夜间消费

额占小店消费额比重超过 40%。 近

期，上海夜间经济稳步发展，上海小

店的夜间消费额占消费总额的比

重接近四成。有意思的是，夜间场景

消费不断细分，外卖成为很多消费

者的“心头好”，上海小店夜间外卖

营业额是线下营业额的 2.3 倍。 而

在非餐饮类小店中，按摩、足疗店和

超市、便利店夜间营业额最高。

此外，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呈现

出独有的季节偏好，奶茶、自助餐、

蛋糕、烧烤、火锅成为上海消费者

搜索热度最高的餐饮品类。大数据

显示，奶茶、沙拉在 7 月份的消费

额增速高于 10%， 超过火锅与烧

烤。 从美团外卖的订单备注数据，

也可以窥见人们的夏日饮食习惯，

备注中“加冰”“少糖”以压倒性优

势成为夏日饮品中最受人们青睐

的选择。

■本报记者 唐玮婕

申城绿色建筑总面积逾6500万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上海越来越绿，

这不仅是夏天的福祉， 也是技术的功劳。 据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部门近日透露， 截

至 2019 年底 ， 上海绿色建筑总面积已达

6538 万平方米。 而在 2018 年， 这一数字为

5000 万平方米左右。

上海在绿色生态城区、 绿色建筑、 绿色

设计、 绿色施工、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等方面

均获长足发展。 去年， 本市继续执行新建建

筑 100%达到绿色建筑相关标准， 要求建筑

项目在总体设计以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全面满

足绿色建筑设计要求， 在建筑施工图审图中

执行绿色建筑专项审核。 绿色建筑施工图审

图总体规模达到 3747 万平方米， 审图项目

总数量为 897 项。

此外 ， 上海在去年已经创建或梳理储

备的绿色生态城区共计 27 个， 总用地规模

大约为 82 平方公里。 其中， 虹桥商务区核

心区获得全国首个 “绿色生态城区实施运

管三星级标识认证”， 桃浦智创城、 宝山新

顾城 、 浦东前滩已经成为本市首批获得

“上海绿色生态城区试点” 称号的绿色生态

城区。

“绿色” 不是新建建筑的 “专利”， 既

有建筑也在不断向新理念靠拢。 黄浦区在新

一轮的城市更新建设中， 提出 “百幢楼宇能

效提升” 工程， 研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 一

期工程针对 25 栋大型公共建筑楼宇， 能效

提升后，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 2%左

右。 今年启动二期工程， 覆盖 50 项以上重

点改造项目， 从设备节能、 管理节能、 智慧

节能三大类、 15 个方面展开。

在国际权威机构科

睿唯安发布的 2019 年度

《期刊引证报告》中，诞生

于上海的《细胞研究》以 20.507 的影响因

子，创下中国本土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历

史新高，在本学科领域期刊中排名世界第

七、亚太第一，引发国际学术出版界广泛

关注。 本报近日刊发的《影响因子首破 20！

上海科技期刊跻身国际一流期刊阵营》《上

海科技期刊创造 “中国影响因子首超 20”

意味着什么》，详细报道了《细胞研究》影响

因子从 2到 20的跨越带来的启示。

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是国家科技

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一座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以

《细胞研究》为代表，上海一批科技期刊立

足自身特色，对标世界一流，在国际化、专

业化、集约化、集群化、平台化、数字化等

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积极实践，在国际

学术期刊界形成了 “上海样本”， 树立起

“中国标杆”。

今年，中国共有九种本土学术期刊影

响因子超过 10， 上海原创期刊占据其中

三分之一。即日起，本报再刊发一组报道，

探讨和分析“高分”背后，上海原创科技期

刊的“突围”和“破圈”之路，以期为培育更

多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供借鉴和启发。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编者按

中国

激光杂志

社出版的

部分学术

期刊封面。

（出 版 社
供图）

制图：

冯晓瑜

中国激光杂志社已从十几人的联
合编辑部发展成为国内最大 、 全球第
三的光学期刊出版机构

习近平：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上接第一版) 并针对部分学校存在食物浪费和学生节俭意识

缺乏的问题， 对切实加强引导和管理， 培养学生勤俭节约良好

美德等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

精神， 采取出台相关文件、 开展 “光盘行动” 等措施， 大力整

治浪费之风， “舌尖上的浪费” 现象有所改观， 特别是群众反

映强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同时， 一些地方餐

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 有关部门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

精神， 制定实施更有力的举措， 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制止餐饮

浪费工作。

高质量高水平规划好建设好
运营好重大文化项目

(上接第一版 ) 上海图书馆东馆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竣工 、

2021 年底开馆试运营， 将秉承 “文化传承、 学习共享、 创新

引领” 的发展使命， 全力建设一流的全媒体时代复合型图书

馆， 打造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科技创新研发资源、 社科智

库研究资源、 上海地情研究资源为一体的知识中心。 上海博物

馆东馆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竣工、 2022 年 10 月开馆运营， 将

在上海博物馆 “一体两翼、 联动东西、 特色清晰、 相辅合璧”

的总体格局下， 增强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特色， 着力打造上海

地区中国古代艺术收藏展示、 文化教育、 研究与交流及公众文

化休闲娱乐的开放性公共平台。

李强来到施工现场， 分别听取两馆整体规划和建设进展汇

报， 深入了解建筑设计、 材料工艺以及项目定位、 运营方案等

情况， 向持续奋战在项目一线的建设者表示亲切慰问， 叮嘱大

家要坚持安全第一、 品质为先， 保质保量完成重大项目建设，

全力打造城市文化精品工程。

李强指出， 重大文化项目事关 “上海文化” 品牌建设， 事

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要加强顶层设计、 整体谋划， 着眼

优化提升城市文化功能布局， 努力实现新建项目与既有重大文

化设施的协同发展， 进一步提升城市软实力。 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更加注重项目设计的整体效果， 在公共空

间、 配套设施等各方面充分考虑开放、 共享、 交互要求。 要积

极适应现代阅读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 创新功能

设置、 空间布局和展陈方式， 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多样化、 品质

化、 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让新的文化殿堂更好启迪思想、 温润

心灵、 陶冶人生。 要提前研究项目后续运营方案， 坚持专业

化、 高端化、 国际化方向， 积极探索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更大

力度拓展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能级。 要紧扣城市文化发展目标

定位， 以更优的供给、 最好的资源服务阅读者、 参观者， 不断

提升场馆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全力以赴把上海图书馆、 上海博

物馆打造成为城市文化 “金名片”。

市领导翁祖亮、 周慧琳、 诸葛宇杰、 宗明参加调研。

上海科技期刊“破圈”之路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