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外学术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系列讲座

2017年11月9日下午13:00，“国内外学术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系列讲座

在教学主楼411-6鸽子屋书吧举办，讲座吸引了众多浙大学子前往聆听。本次讲

座由浙江大学外语传媒出版质量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平老师主持，讲座分为“国

际专业出版发展的新趋势”、“数字环境下，媒体盈利模式的传承与发展”、“中

国科技出版发展与实践”三部分。

讲座的第一部分由励讯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张玉国先生围绕“国际专业出

版发展的新趋势”进行开讲。张玉国先生此前的五年间任爱思唯尔（励讯集团子公

司）中国区总裁。2010 年他创立了“在华国际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IPCC）”

并担任联盟常任主席，曾出版《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文化产业与政策导论》

和《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译作）等著作。在讲座中，他为大家分析了

国际专业出版的现状、数据与分析领域状况、数字化决策工具的研发以及爱思唯

尔期刊出版情况等方面。

在谈到科技出版的情况时，张总裁谈到，如今的科技出版是一个稳定增长的

市场，大量的数据存在于网络中，于是爱思唯尔开发了一个数据搜索引擎以及

OA 数据期刊，为给科研人员提供方便。在今年“一带一路”的提倡下，爱思唯

尔发出了《一带一路科研合作态势报告》，通过大量数据进行科研分析。在讲座

最后，张总裁与同学们探讨了关于“专业出版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他谈到：

“过去我们经历过最初的‘农庄’时代，代表着原始出版物；然后进入‘超市’

时代，代表着人们通过数据库获取经过加工和包装的内容；如今甚至是未来的时

代是属于‘餐厅’时代，由于餐厅要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因此

它关注的是用户体验，所以未来我们的出版方向不能只像过去一样，而是要关注

我们的用户、我们的社会。”最后，张总裁与浙江大学学生进行了互动，他认为，



未来的期刊发展也许不容客观，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拿衡量期刊的标准衡量论文，

论文能被同行运用的次数才能够用以衡量。

讲座的第二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

科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飞围绕“数字环境下，媒体盈利模式的传承

与发展”主题进行讲座。张文飞老师在人大数媒工作期间，推出并研发“学者在

线”——国家人文社科学术数字出版平台、“壹学者”国内首款移动科研学术服

务平台以及“人大复印”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三大项目。目前，公司壹学者已

发展 220 万学者会员，覆盖 80%以上人文社科类高校市场,日 PV 流量稳居国内学

术科研服务平台前列。

在讲座上，张老师通过对“载体如何变迁，传媒的基本盈利模式始终没有改

变”、“新媒体的直接运营成本与传统媒体更加多元”、“随着网络媒体的成熟，

新媒体的盈利模式将更加多元”进行分析。讲座上，张老师以《体坛周报》300

万的发行量和《潇湘晨报》50 多万的发行量，根据“三次售卖理论”，《体坛

周报》的盈利应是大于《潇湘晨报》的，但实际上《体坛晨报》的盈利是小于《潇

湘晨报》的，所以就引出了基本盈利模式之一——“区域集中度”。事实上，数

字环境下，这一基本盈利模式并未改变，以微信订阅号为例，各类集中介绍区域

吃喝玩乐的大多发展得不错，如最爱大北京、吃喝玩乐 in 广州等。第二种盈利

模式是“人群区隔度”以凤凰卫视和湖南卫视的各方面进行对比，以果壳网、蚂

蜂窝自由行、家教智慧等纵切（垂直行业），壹学者、人民日报、十点读书等横



切（不同阶层）媒体为主，谈到作为媒体，影响力价值是极其重要的。

张老师谈及，事实上新媒体的直接运营成本远比传统媒体低，因为无物流，无实

体，而且传播路径丰富。同时，随着网络环境的成熟，新媒体的盈利模式将更加

多元，因为商品永远需要广而告之消费者。如今，网络发展速度快，电商接入变

得唾手可得，这也为新媒体的盈利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机会。



讲座的第三部分由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秘书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副理事

长、编审彭斌先生主讲，他围绕“中国科技出版发展与实践”这一主题展开了讲

座。彭斌先生 1986 年开始在科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曾以中国科学院普通访

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到荷兰的出版社访问与进修。

在讲座中，他为大家分析了中国科技出版的现状与特点、中国科技出版的发

展态势与思考、中国科技出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方面，并详细介绍了作为中国

科技出版的实践者——科学出版社。提及中国科技出版体系的特点，彭斌先生认

为：图书出版机构遍及有出版需求的部委、省市、大学，期刊出版机构分布各科

研机构，基本能满足各方面的科技发展需求，但缺少拥有众多科技期刊和强大数

字出版平台的科技出版集团；科技图书发行仍以纸版为主，但民营渠道商正逐渐

占据主导地位，网上书店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技期刊的纸版主要通

过发行中国邮政系统发行，而互联网出版信息服务商负责电子版的销售工作。

彭先生谈及国家政策与资助对于科技出版发展方面的支持，主要包括出版专

项基金支持，含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以及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还包括新闻出版业

“走出去”中与科技出版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如税收优惠政策、刊号支持、中国

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等。更包括了与国际出版商合作成立和运作实体公司，彭先

生还由此向同学们介绍了科技期刊的国际合作进展。



谈到中国科技出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彭斌先生以期刊为例，举出了诸如

“中国科技期刊总体发展滞后于科研水平的进步”、“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管理滞

后于期刊的发展”、“中国科研评价体系制约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中国科技期

刊面临国际同行的竞争”等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最后，彭斌先生还与浙江大学的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问答互动。在座的各位

同学纷纷提出了关于中国科技出版方面的疑问，彭老师均予以回答。他在最后引

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彭先生认为，更要把论文“印”在祖国的大地上，

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至此，“国内外学术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系列讲

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