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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后重新开放的黑石公寓 (上图) ?黄浦剧场、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等串成 “魔都上空的红色音符” 线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从“中国的期刊”走向“中国出版的国际期刊”

上海拥有各类期刊632种，其中《细胞研究》等多种上海期刊跻身本学科领域世界顶尖行列

如何站在更高的起点引入更大的视野，凝聚学者关注、留下学者成果、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期刊高质量发展峰会暨第九届

上海期刊论坛昨天开幕， 在峰会上首发

的 《上海期刊发展报告 2020》 显示 ，

目前上海拥有各类期刊 632 种， 其中社

科期刊 277 种， 科技期刊 355 种， 在品

种、 数量、 行业规模、 期刊质量等方面

居于国内先进水平。 其中， 上海科技期

刊 《细胞研究 》 影响因子突破 20，

《纳微快报》 《分子植物》 《运动与健

康科学》 《光子学研究》 等多种上海期

刊跻身本学科领域世界顶尖行列。

合作与交流是科学的天性， 科技期

刊是科学共同体交流的桥梁和平台。 如

今， 中国学者每年发表的 SCI 论文已超

过 50 万篇，对 SCI 论文引用频次的贡献

度超过了 1/4。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搭建起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通过服

务全球科学共同体， 构建中国在世界学

术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已成为中国

科技与文化发展亟待满足的“刚需”。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新闻出版局

局长徐炯表示， 期刊高质量发展是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建设上海科创中心

的有力举措。 下一步， 市委宣传部将牵

头与相关部门共同建立推进上海期刊高

质量发展的工作机制， 聚焦上海优势领

域和重点领域， 围绕集成电路、 人工智

能、 生物医药等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发

展战略必争领域重点布局； 组建具有国

际期刊审稿经验的高水平审稿队伍， 推

动学者专家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将一流成

果的发布留在中国、 留在上海。

为何要培育和建设世
界一流科技期刊？

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科学

家座谈会上强调 ， “要办好一流学术

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 ， 加强国内国际

学术交流”。 昨天的峰会上， 几乎每一

位专家都提到了这句令科技期刊界热

血沸腾的话。

为何要培育和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刘

筱敏在大会报告中， 用数据来说话。 统

计显示， 中国学者近年来发表在 SCI 高

区的论文数量出现了飞涨 ， 在 Q1 区

（指各学科影响因子排在前 25%的期

刊） 和 Q2 区 （指各学科影响因子排

在前 25%至 50%的期刊 ） 的论文已

接近发文总量的 2/3。 这说明， 中国

的科研产出质量正显著提升。

“目前，中国的英文科技期刊数量

约 360 种。由此可见，中国的高水平科

技期刊发展空间巨大。”科睿唯安分析

业务总监宁笔表示，近年来，中国科技

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成绩有

目共睹。 但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的中

国科技期刊，仍有不少空白亟待填补。

今年发布的 2019 年度 《期刊引证报

告》所列的学科类别总计 178 个，同期

中国大陆科技期刊只出现在 121 个学

科中———这意味着，在 57 个学科中我

们尚未布局自己的学术期刊。 在宁笔看

来，这些学科空白恰恰是发展机遇，中国

科技期刊界可在化学、工程、材料等国内

优势学科领域大胆创办新刊， 同时要关

注交叉和新兴学科，比如量子科技等。值

得高兴的是，由上海大学于 2018 年创办

的 《电化学能源评论 》今年入选 SCI，填

补了一个学科空白。

发出中国声音， 以更
大的?野谋划更高质量的
发展

面对巨大的发展空间， 如何培育和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与会专家给出

了不少建议、 对策。

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总经理安

诺杰说， 15 年前 ， 当他首次来到中国

时， 中国几乎没有一本高显示度的国际

化学术期刊 ， 如今的格局则已大不相

同。 在他看来， 一本一流的国际科技期

刊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本土科研上。

“比如 《自然》 杂志， 我们从不希望给

它贴上英国的标签， 因为它是一本国际

期刊， 在全球追踪最好的科研。” 安诺

杰说， 为全球科学家群体提供有价值的

服务， 这是科技期刊的生存之本。

刘筱敏表示， 着眼未来， 中国科技

期刊界应站在更高的起点， 引入更大的

视野， 谋划更高质量的发展， 从 “中国

的期刊” 走向 “中国出版的国际期刊”。

她说， 中国学者发表的高质量 SCI 论文

数量， 以及他们对全球 SCI 总被引数的

贡献度， 都足以证明中国科研在全球科

学共同体中的活跃程度。 “期刊因何而

存在？ 是为国际学术交流而生。 建设世

界一流科技期刊， 必须以服务科学家、

解决社会紧迫问题为本。” 刘筱敏认为，

中国期刊应探索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的

发展模式， 做到凝聚学者的关注、 留下

学者的成果， 融入国际环境， 在全球出

版界发出 “中国声音”， 由此为自身赢

得更多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中国期刊
界“拥抱”高起点布局机遇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期刊

界 、 出版界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 。 眼

下， 科研成果的出版已经不是单纯的纸

质印刷， 而是可查询、 可链接、 可回溯

的数字资源。

英国化学会东亚区总经理陈会丽认

为， 对于科研生态圈而言， 科技期刊处

于非常基础的生态位， 为科学家提供全

方位服务， 是不可背离的宗旨。

事实上， 如今的科技期刊出版早已

不是简单的投审稿和出版发行， 而是从

科研项目开始就会介入， 试验完成前研

究设计的发表、 论文写作和润色、 投稿

审稿， 直到发表之后的传播推广， 引用

反馈…… “几乎每个动作和每份数据都

会被贴上标签， 方便人工智能学习以及

大数据挖掘。

同时 ， 开放获取的趋势也对平台

技术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 陈会丽说 ，

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国发展高质量科技

期刊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 也是一次难

得的机会 ， 因为成熟的出版商已经在

传统出版模式上沉淀了太多习惯性流

程 ， 而中国则拥有了一个高起点布局

的机遇。

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中， 科技竞争

力和文化软实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其中， 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是国

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近十来年， 与国际专业出版集团合

作 “借船出海”， 已成为中国期刊 “走

出去” 的主要方式之一。 上海 20 种英

文科技期刊中有 19 家与国际专业出版

集团合作 ， 今年影响因子首破 20 的

《细胞研究》， 也是国内率先尝试与英国

自然出版集团合作 “走出去” 的科技期

刊之一。

“除了 ‘借船 ’ ， 还能 ‘造船 ’

‘买船’。” 在昨天召开的 “中国期刊高

质量发展峰会暨第九届上海期刊论坛”

上 ，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总经理彭斌与同行们交

流了在 “走出去 ” 方面的探索实践 ，

即 “造船出海” 和 “买船出海” 模式，

为推动中国科技期刊做大做强、 提升国

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路径。

与会专家认为， 通过丰富 “出海”

模式， 将 “小而美” 的单刊发展成 “大

而强 ” 的科技出版集团 ， 将有助于更

多中国科技期刊 “走出去 ” 之后 “走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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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秋季是骑行的好时节。 沿着灰

色骑行道一路向东， 经过高颜值的雨水花园、 繁忙热闹的

渔人码头、 简朴的丹东路渡口、 “天空之城” 绿之丘……

一路上， 杨浦滨江的网红打卡点令人目不暇接。

昨天是世界无车日， 由 2020 年上海旅游节杨浦区组

委会指导， 哈啰单车启动了杨浦滨江主题骑游打卡系列活

动。 无独有偶， 几天前， 美团单车和杨浦滨江共同推出

“骑游生活秀带” 定制车， 邀请市民在滨江沿线的公共空

间骑行。

曾经， 国内不少著名景点一度沦陷在共享单车的 “围

剿” 中。 扎堆停放的共享单车造成门口凌乱、 景区挤爆甚

至交通瘫痪， 不仅大煞风景， 还增加了旅游景区的很多管

理负担。 而如今， 经过多年的磨合， 共享单车逐渐与城市

找到了和谐相处之道， 不仅解决市民上班通勤 “最后一公

里”， 在文旅产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建筑可阅读” 是让人们走进城市的历史、 触摸城市

文化印记的良方。 在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 市文化旅游局

推出 16 个夜游上海好去处及 103 条各具特色的建筑微旅

行线路。 面对一座可以阅读的城市， 一个不错的选择是骑

一辆共享单车， 感受城市文脉、 体验时代脉搏。

而对杨浦滨江等景区而言， 过去考虑步行游客， 特别

是老人孩子的安全、 滨江的整洁等因素， 杨浦滨江只对个

人单车开放， 共享单车只能在外围骑行。 但是随着今年杨

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对外开放， 5.5 公里的超长岸线确实

对游客体力提出挑战， 带来 “甜蜜的烦恼”。 因此， 杨浦

滨江增调专门力量组织培训管理， 将滨江公共空间正式对

共享单车开放。

在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主任刘岱宗看来，

骑行这一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提升一个街区甚至一座城市的

活力， 通过推动本地文旅产业， 来促进属地经济社会发展。

景区逐渐向共享单车敞开怀抱，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经过这几年的沉淀， 共享单车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了精细

化管理。

目前， 共享单车企业大都实现以移动物联网平台为依

托， 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智能、 精

细化运维， 实现对共享单车的供需做出预测， 掌握热门停

车区域和停车峰谷时段， 智能动态调节供需平衡， 为车辆

投放、 调度和运维提供智慧指引。

为了维护上海旅游节和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本市良好有序的出行环境，

美团单车方面向记者表示， 将继续采取多种措施， 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手段对

车辆进行智能、 精细化运维， 加强线下团队力量进行车辆调度， “各主要区域

都会将责任落实到人， 防止热门商圈、 旅游景点及交通枢纽地带出现无序停

放、 过量堆积现象”。

根据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目前上海市面上的共享单车数量稳定

在 50 万辆以上。 对此，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流辉指出，

“未来， 像共享单车这样的社会公共产品还会频频出现， 迫切需要政府、 市场、

社会三方形成协同共治的局面， 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生态环境， 才能集中

智慧和精力有效应对。”

15条青春旅游专属线路“解锁”新玩法

百名 35 岁以下青春体验官招募即日启动，重点关注文化、产业地标

本报讯 （记者何易∣周辰）有关青

春的回忆里，大约都有几场忘不掉的旅

行，也许是人也许是风景 ，多年后翻看

当时的视频和照片，总有一番滋味涌上

心头。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申城便为

青年人量身打造了 15 条旅游线路 ，招

募百名青春体验官。2020 年上海旅游节

主题系列活动 “魔都模 Young”2020 青

春旅游体验大赏，昨日下午在衡复风貌

区拉开帷幕。

“大家好，我叫徐天铭 ，天天上班 、

明天加班的‘天明’。 ”听到观众席传来

一阵笑声，90 后旅游产品策划师徐天铭

知道这场演讲“稳了”。 六年前，喜欢旅

游的徐天铭如愿成为一名旅游产品策

划师，至今他已经服务过 5346 位游客，

设计过 1396 段行程，涉及 67 个旅游目

的地。 他告诉记者，入行的初心是“既能

到处玩还能赚钱”。 六年间，他接触到了

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让这份工作变得更

加立体丰满。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有朋

友劝他离开受疫情重创的旅游业，然而

他还是选择坚守， 因为在他心目中，青

年旅游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青春旅游体验大赏”的初衷，刚好

与徐天铭的想法一致。35 周岁以下年轻

人正日渐成为旅游消费的主力，他们喜

欢既有大框架也有小放松的行程 。 因

此，此次体验线路全部由徐天铭这样的

青年文旅团队设计完成，包括上海本地

和长三角地区， 重点关注文化地标、产

业地标，以沉浸式、参与度、体验感为特

点， 深入研究青年旅游新业态和新玩

法 ，运用城市漫步 、团体游览 、运动定

制、自驾出行等方式，把旅游景点、文化

场馆、游乐设施、企业观览、体验课程 、

休闲活动结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修缮后重

新开放的黑石公寓，原来有那么多年轻

人来这附近打卡。 ”受到启发的徐天铭，

将一些与音乐有关的文化历史建筑整

理收集起来，黄浦剧场、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上海交响乐博物馆 、黑石公寓

等串联成一段 “魔都上空的红色音符”

线路。

除此之外，15 条体验线路还有人生

必选的信仰足迹、大国重器的近距离解

读、梧桐树下的读梦幽思 、魔力十足的

沉浸式娱乐、 声临其境的二次元旅途，

充分满足青年群体中打卡控、 探店客、

文艺范、运动狂的各种需求。

据悉，100 名 35 岁以下青春体验官

的招募自昨天至 9 月 27 日，他们将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对青春旅游线路进

行全面体验。 结合“魔都模 Young”2020

青春旅游体验大赏活动 ， 市文化旅游

局、团市委还同时启动了 “带着国旗去

旅行” 特别活动———“寻找身边的那抹

红”， 号召广大青年在国庆中秋长假的

出行、生活、工作中寻找身边的五星红

旗，用镜头记录国旗的风采 ，用创意点

亮自己与国旗的最美合影，用文字传达

对祖国的祝福。

▲ 进一步完善期

刊评价体系和高校学术

评价体系， 是奠定期刊

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

基础。 施晨露摄
荩 《上海期刊发展

报告 2020》在会议期间

正式发布。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荩荩 中国期刊下

一步发展要在实现 “走

出去”的同时“走上去”。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