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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涉海学术期刊交流会在上海召开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下午，作为中国海洋学会２０１３年学术年会的第１１分会，由《海洋学报》编辑部承办的涉海

学术期刊交流会，在上海银河宾馆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海洋学会理事、海洋出版社社长隋吉学致辞；特邀中

国海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雷波，中国海洋学会理事、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院长高抒教授，德国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地学部主任樊丽彬，《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编辑部主任魏建晶博士和《海洋学报》编辑

部主任高英做了报告。随后，参加会议的２１个涉海期刊就期刊工作、中国海洋期刊集群和平台建设进行了热

烈讨论。最后，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潘德炉院士发表了交流会小结讲话。

会上，海洋出版社社长隋吉学发表致辞，他旁征博引，对中国海洋期刊的现状和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了

描述和概括，为建设精品海洋学术期刊提出了期望和要求。南京大学高抒教授就“学术质量与同行评议制度

改进”的主题作了报告，高教授针对如何兼顾刊物质量和影响因子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一是要建设

一支具有正能量的审稿队伍，这是保证期刊基本质量的重要条件，二是编者要注重首发论文的发现和培植；

另外，高教授还就今后学术期刊的发展和编辑素质的提高提出了相关建议。德国Ｓｐｒｉｎｇｅｒ亚洲有限公司北

京代表处主任樊丽彬在报告中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和图表介绍了ＯＡ出版趋势与现状，目前共有４７个国家采

用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编辑部主任魏建晶博士以国外知名地学期刊（ＡＧＵ刊物）为

例，总结了国外期刊特色对国内办刊的启示。

中国海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雷波在报告中对建设中国海洋期刊集群表示了鼓励，提出涉海期刊要走“抱

团取暖、共同发展”的道路。雷波常务副理事长指出当前的形势对于涉海期刊的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

方面国家对于海洋事业的重视逐渐增加，为海洋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

媒体技术的介入和外源性期刊的竞争也使海洋期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各个海洋期刊一定要认清形

势，把握和发挥自身优势，抱团取暖，共谋发展。另外，雷波理事长还特别提出获得作者对刊物的信赖对于提

高刊物地位与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期刊对作者的关怀和态度是提高稿源质量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编者应换位思考，更好地向作者提供优质服务。

随后，《海洋通报》编辑部袁泽轶介绍了中国海洋期刊集群建设方案，引导各个涉海期刊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最后，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潘德炉院士发表了小结讲话，指出要响应习主席的号

召，把“海洋强国”中的“强”当做动词，以海强国。潘院士总结了参会代表们对于海洋期刊发展提出的建议：一、明

确定位刊物、特色明显，充分调动编委会的积极性，从国际视野发掘高质量文章等；二、目前海洋期刊“生存不易、发

展更难”，对于学术期刊来说编辑队伍的建设很关键，需要有责任心、荣誉感和能吃苦的编辑人员，才能更好的为作

者服务，建立核心作者群；三、改变出版模式，提高效率；四、注重国际交流，重视宣传。关于建设期刊海洋集群，潘

院士提出了十分现实的问题，即建设海洋期刊集群的实体协调组，踏实地推动集群建设工作。

《海洋与湖沼》、《海洋学报》、《海洋预报》、《热带海洋学报》、《水产学报》、《上海海洋大学学报》、《极地研

究》（中文版）、《极地科学进展》（英文版）、《海洋通报》、《海洋环境科学》、《海洋湖沼通报》、《中国海洋湖沼学

报》、《海洋经济》、《应用海洋学学报》、《海洋学研究》、《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水处理技术》、《中国海洋工

程》、《海洋世界》、《中国海洋药物》、《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和《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海洋地质前

沿》等２１个涉海期刊的编辑人员参加了本次交流会。中国海洋学会理事、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副所

长李家彪研究员、《极地科学进展》与《极地研究》主编刘瑞源研究员、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齐连明总工程师、中

国海洋大学生命学院刘涛教授等海洋科学专家也出席了本次交流会。

《海洋学报》编辑部龙艳梅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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