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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期刊网的建设与推广

□周义刚∗　刘丹　聂华　张元俊　吴越　张乃帅

　　摘要　在校内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建成并推出了北京大学期刊网.
文章分析了建设的背景,基于对北京大学各期刊编辑部现状及存在问题的调研,有针对性地提供

法律、技术、交流平台等服务.从集群平台、统一采编系统、内容建设和展示、期刊官网认证、相关

接口等方面介绍了平台建设成果.北京大学期刊网一方面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开放获取,另一方

面也提升了机构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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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设背景

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拥有众多高质量的

学术期刊,学术品位和学术评价都很高,赢得了学术

界的尊重.但其网络化数字化水平整体较低,尚无

整合机制和系统平台,呈单刊、分散的态势,亟待通

过集中和整合,提升规模效应,突出北大品牌的影响

力.此外,尽管北大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却仍然

要为这些期刊的使用权向数据库商支付高昂的费

用,而且,数据库商网络平台的全文发布普遍滞后于

印刷版,无法及时展现最新科研动态,及时传播学术

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商业运作对利润的追求阻碍

和限制了学术成果的传播和交流.
自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起,北大先后有７种人文社科

期刊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大大改善了办

刊条件.获得资助的期刊,必须遵从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的开放获取要求,将期刊论文全文电子版及时

提交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２０１３年１月,时任北

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的李强召集北大８种文科期刊负

责人举行工作会议,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兼«大学图

书馆学报»主编的朱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就

北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如何进一步发挥学术创新的

国内引领作用、加强北大独特文化品位的体现、进一

步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学术期刊

的管理水平以及为实现目标需要学校帮助解决的困

难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达成广泛共识[１].会议

讨论决定,为大力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开放获取,由
北大社会科学部牵头并提供经费,八种期刊编辑部

参与,北大图书馆负责共同建设北大人文社科期刊

网,以具体行动落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加快推动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２　北大期刊网建设的目标与意义

２．１　建设目标

北大期刊网平台以万维网为依托,对北大学术

期刊进行组织与整合,建立一套集成北大出版期刊

的数字出版平台;提供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学术期刊

集成检索与文章内容展示功能;实现与校内外的第

三方数据共享和交换,如:北大机构知识库、北大科

研管理信息系统、谷歌学术、百度学术等;建立一套

能实现编者、读者、作者互动的学习交流平台;为最

终用户提供整合的、流畅的、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２．２　建设意义

平台建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支

持学术交流,有效提高学术成果从投稿到出版的全

流程信息传播速度;二是促进开放获取,全面提升期

刊和文章的可见度、可发现性和可获取性;三是提升

机构声誉,突出北大学术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和整体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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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效应;四是资源长期保存,通过集成平台完善

期刊资源的长期保存机制.五是最佳实践指南,依
托北大丰富的、高质量的学术期刊资源,实际探寻高

校学术期刊的集中整合、内容建设、在线出版的可操

作性和可行性解决方案,为兄弟院校提供可复制的

最佳实践指南.

３　北大期刊网建设实践

３．１　建设概况

北大图书馆自２０１３年３月接到北大期刊网建

设任务以来,先后完成了期刊网平台调研、校内期刊

基本情况调研、期刊网集成平台建设、内容建设、版
权肃清、期刊采编系统建设、DOI前缀申请等一系列

工作.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０日,北大人文社科期刊网正

式上线发布,首期参建的期刊只有９种,分别是«经
济科学»«大学图书馆学报»«北大教育评论»«北大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国际政治研究»«国外文学»
«中外法学»«经济学(季刊)»和«人口与发展».在北

大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下,２０１４年９月

２４日,期刊网在北大中文主页上正式发布,进一步

扩大了影响,校内越来越多的期刊、集刊、内刊陆续

要求加入期刊网.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北大图书馆

在与北大科学研究部工作交流时,提出希望将北大

科技类期刊也加入到期刊网平台中来,科学研究部

的领导非常支持,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很快第一种

科技类期刊«物理化学学报»加入了期刊网.随着集

刊«哲学门»、内刊«北大研究生学志»的加入,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２７日,北大人文社科期刊网正式更名为“北
大期刊网”,新名称更符合北大期刊网涵盖的学科范

围与定位.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北大图书馆接到信

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通知,责成北大图书馆作为

新版北大中文主页的学术期刊模块的维护单位.至

此,初步实现了以期刊网为平台整合北大学术刊物

的目标.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大学化学»«数学进展»同
意加入北大期刊网.１２月２５日,北大期刊网２．０版

正式上线.２０１６年底,北大期刊网项目建设得到了

北大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提供的经费支持,期
刊网建设在编辑办公自动化、校对工作自动化管理、
内容建设、内容展示、相关接口开发等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２０１７年６月,«医院管理论坛»«北大学

报(医学版)»加入,北大期刊网平台上收录的期刊,
按学科来划分,涵盖了北大人文社科、理工科、医学

类期刊,按发行渠道来划分,有期刊、集刊、社团刊物

及内刊,平台在功能上不仅仅是检索平台、发布平

台、阅读平台,更是作者投稿、专家审稿、编辑部办公

的工作平台.

３．２　相关调研

３．２．１　国内外高校期刊网集群平台建设调研

HighWire出版社成立于１９９５年,由斯坦福大

学图书馆创建,旨在帮助学术出版商在网上开展同

行评审[２].２０１４年,HighWire出版社获得科技基

金阿克 塞 尔 － 科 尔 伯 格 － 克 拉 维 斯 － 罗 伯 茨

(AccelＧKKR)的重大股权投资,成为一家硅谷公司.
这使HighWire出版社有足够的资金投资在数字创

新前沿等技术方面,帮助出版商及其客户改善在线

访问和内容的可发现性,增强客户参与度与可用性.
目前,HighWire的智能出版平台支持超过３０００种

期刊、图书和参考书.Euclid项目由康奈尔大学图

书馆开发和部署,由安德鲁梅隆基金会提供启动资

金,现由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和杜克大学出版社联合

管理[３].项目最初的目的是为小型数学和统计类学

术出版商提供一个平台,以经济高效的方式从印刷

版转向电子版.目前Euclid上托管的期刊文章中

有超过７０％是开放可用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iＧ
rectoryofOpenAccessJournals,DOAJ)是由瑞典

隆德大学图书馆为开放存取期刊做的一个目录系

统[４].它于２００３年５月发布,最初仅收录３５０种期

刊,至现在(统计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０)的１１６４３种期

刊,有８４５１种期刊可以检索到文章级.DOAJ收录

的期刊还在不断增加中.DOAJ的使命是提高全球

同行评审、开放获取学术研究期刊的可见性、可访问

性、信誉、使用和影响.DOAJ与编辑、出版商和期

刊所有者合作,帮助他们理解最佳实践和标准的价

值,并将其应用于具体业务.DOAJ是完全独立的,
并保持其所有服务和元数据免费供所有人使用或重

复使用.类似的还有 MUSE项目[５],它是由约翰．
霍普斯金大学出版社与其米尔顿．S．艾森豪威尔图

书馆的非赢利性合作项目,通过与全球图书馆、出版

商和学者的合作,促进人文和社会科学资源的创建

和传播.目前,MUSE项目拥有来自１２５家出版商

的超过６７４种期刊,并提供来自１００多个出版社的

超过５００００种图书.
在国内有很多以学会/协会的模式构建的期刊

集群平台,如中国光学期刊网、材料期刊网、中国地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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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刊门户、资源环境科技期刊集群等,这些平台都

有很强的专业和学科优势,行业竞争力强,深受各领

域专家学者青睐;也有以开放共享为目标的综合型

期刊集群平台,最典型的有２个,一个是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NSSD)[６],该库是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建,目
前已收录１０００多种期刊.另一个是中国科技期刊

开放获取平台(COAJ)[７],该平台由中国科学院主

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北京中科

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承办,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期

刊开放获取平台(CASＧOAJ),是一个开放获取、学
术性、非营利的科技文献资源门户,其目标是强化科

技期刊的学术交流功能,提升中国科技期刊的学术

影响力,引领中国科技信息的开放获取,目前收录

６６０种期刊;在中国高校只有极少数是由图书馆来

负责创建本校的期刊网平台,调研发现台湾师范大

学期刊网系统是由该校图书馆负责创建,免费提供

本校所属期刊的在线管理与出版,目前包含６种期

刊[８].大多数高校都是由出版社期刊中心或期刊社

牵头建设本校的期刊网集群平台,如台湾大学学术

期刊资料库收录了台湾大学学术研究单位的２９种

学术期刊,成为查询台湾大学学术期刊、辅助教学研

究的最佳资料库[９];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目前

共有２４种期刊[１０];浙江大学期刊中心,共有２０种

期刊[１１].类似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中
国海洋大学期刊群、北京理工大学学术期刊网等,中
国高校期刊网集群平台建设概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国高校期刊网集群平台建设概况

网站名称

收录期

刊数量

(种)

管理机构

收录期刊

是否有

ISSN号

网站功能

台湾 师 范 大

学期刊网
６ 图书馆 有

期刊导航、介绍性内容

展示、动态信息发布等

台湾 大 学 学

术 期 刊 资

料库

２９ 出版中心 有

期刊导航、集成检索、文

章展示、介绍性内容展

示、动态信息发布等

清华 大 学 出

版 社 期 刊

中心

２４
出 版 社 期

刊中心
有

期刊导航、介绍性内容

展示、动态信息发布等

浙江 大 学 学

术期刊导航
２０

出 版 社 期

刊中心
有

期刊导航、介绍性内容

展示、动态信息发布等

西安 交 通 大

学期刊中心
１９ 期刊中心 有

期刊导航、介绍性内容

展示、动态信息发布等

中国 人 民 大

学 学 术 期

刊社

４
学术期

刊社
有

期刊导航、介绍性内容

展示、动态信息发布等

中国 海 洋 大

学期刊群
３ 期刊社 有

期刊导航、介绍性内容

展示、动态信息发布等

北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术 期

刊网

７
学 术 期 刊

办公室
有

期刊导航、单刊检索、介

绍性内容展示、动态信

息发布等

调研显示,国内外高校已开始构建各自的期刊

网平台,其目标都是打造数字出版平台,提高期刊的

曝光率、提升机构声誉、促进期刊的开放获取等.国

内外的相关实践有很多可供借鉴,如国外的期刊网

平台依托高质量的期刊提升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

的期刊加入到平台中,依托先进的技术提升内容的

可发现性、提供各种增值服务等.国内的期刊网平

台,都有学校正常投入,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管理期

刊.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１)都只收录有ISSN
号的期刊,相比来说,集刊和内刊更需要一个发布和

展示的平台;(２)没有实现真正的数字出版协同采编

平台;(３)国内的高校期刊网平台,加盟期刊数量有

限,汇聚资源不够;(４)国内的绝大多数高校期刊网

平台,功能单一,没有实现期刊集成检索的功能.

３．２．２　北京大学校内期刊基本情况网上调研

通过浏览各期刊官网,对北大中文主页上的１５
种学术期刊进行了调研,以期初步了解各期刊信息

化建设、自动化办公等情况[１２].调研结果表明:这
些期刊有很强的学科性特征;５种理工类期刊编辑

部都建立了官方网站并采用了期刊采编系统,实现

了办公自动化,而绝大部分人文社科期刊编辑部都

还是传统的办公方式,有许多期刊甚至没有自己的

网站,少数几个编辑部虽然建立了网站,但只是用来

发布消息和论文目录之用.
在北大社会科学部、科学研究部的支持下,由图

书馆制定问卷,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学术期刊/集刊/
内刊(以下统称“期刊”)调查,以掌握学校学术期刊

现状,了解期刊学科覆盖情况、期刊编辑队伍情况、
期刊办刊困难、期刊数字化建设现状及相关版权和

法律方面的问题等等,旨在整体把握期刊的办刊现

状、障碍、计划与期望,为北大期刊网项目实施提供

参考.此次调研收回问卷４０份,结果如下:(１)覆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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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２０个学科;(２)大多数期刊编辑部都是兼职编辑,
只有１１家编辑部有专职工作人员,编辑部的人数大

多在１－３人;(３)期刊办刊困难主要体现在:人员不

足、缺乏技术力量、缺乏法律方面知识、部分编辑部

存在经费不足等;(４)在期刊数字化建设方面,有１１
家编辑部有自建的网站,其中４家依托数据库商网

站.调研结果显示,只有１家人文社科类期刊编辑

部使用了网上投稿审稿系统;有１４家编辑部与数据

库商签订了独家协议;关于是否愿意在北大期刊网

上展示全文的问题,只有４家理工类期刊和２家人

文社科类期刊编辑部同意即时展示,另有７家编辑

部同意在一定的时滞期后可以公开全文,其他的编

辑部对于全文公开时限仍然处于待定状态,这些编

辑部的担忧主要有３个方面:一是全文的即时公开

是否会有剽窃、抄袭等方面的隐患,希望逐步尝试;
二是担心会对纸质版发行量产生冲击;三是担心违

反与数据库商的独家协议,希望由学校出面,与数据

库商沟通,在法律的框架内将全文提交给北大期

刊网.
从以上调研可知:(１)北大高水平、高质量的学

术期刊与其较低水平的数字化、自动化建设现状极

其不相称;(２)观念意识上,对于期刊网平台建设的

意义不明确,部分期刊编辑部疑虑较多,处于观望状

态;(３)各编辑部都实实在在存在一些办刊难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人员和经费不足、技术力量不够、法
律方面知识欠缺等.

３．３　编辑部服务

针对北大各期刊编辑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北大图书馆在期刊网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

施.实施原则包括:(１)尽量不增加期刊编辑部的工

作量;(２)不强制改变期刊编辑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

流程;(３)首批选择有意愿、有经验、有示范效果的数

家期刊编辑部参与,以期将来有更多的期刊自愿加

入到北大期刊网;(４)切实解决编辑部的一些实际困

难,扫除编辑部的后顾之忧.具体措施包括:

３．３．１　法律支持

许多期刊都有不同程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编
辑部没有精力、没有经验去专业地应对这些问题,北
大图书馆适时地为编辑部提供了法律支持,例如,数
家编辑部与中国知网签订了独家协议,受北大委托,
北大图书馆与中国知网进行了谈判,最终形成了北

大版独家协议,增补了协议条款.这一举措,让更多

的编辑部更加放心地加入到北大期刊网建设中来.
此外,在期刊网建设过程中,通过与编辑部多次

交流,了解到编辑部十分关注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因此,北大图书馆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

中心首席法律专家李明德围绕“期刊数据库与著作

权”主题给全校编辑部做了一次生动的讲座.李老

师还就各编辑部在工作中实际遇到的具体应用场景

和问题进行了解答,现场给编辑部释疑解惑.

３．３．２　技术支持

作为北大期刊网平台的承建方,北大图书馆实

际上也承担着为各期刊编辑部提供技术支持的服

务,包括:(１)期刊的数字出版服务;(２)过期期刊的

回溯服务;(３)协助期刊编辑部申请独立的域名;(４)
服务器托管服务;(５)采购并安装了黑马校对软件,
帮助编辑部实现了校对工作的自动化管理,减轻了

编辑部校对人员的工作量,提高校对效率和正确率;
(６)提供期刊文章点击、下载使用分析报告等.

３．３．３　工作交流支持

各期刊编辑部在办刊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平时,编辑部向学校

管理层反映问题,以及编辑部相互之间交流的机会

并不多.为此,北大图书馆每年年终组织一次全校

期刊编辑部的工作会议,邀请主管副校长、社会科学

部和科学研究部相关负责人来参会,为期刊编辑部

提供一个向学校管理层反映问题、寻求支持、公开讨

论、交流和分享经验心得的环境.通过工作会议,编
辑部提出了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包括:(１)人员普遍

短缺;(２)部分编辑部经费不足;(３)集刊与其合作出

版社的版权问题;(４)如何持续保证期刊学术位置和

影响力的问题;(５)如何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等.这些问题得到了校领导的理解与支持,校领导

认为办刊过程中的经费、法律、技术、人员问题不仅

仅是简单的办刊困难问题,而是关乎期刊可持续发

展的问题.除了期刊自身发展层面,提高期刊质量,
争取相关机构的资助,提高编辑部的创新能力和技

术支持能力等,在学校层面,会根据各期刊的实际情

况,在经费上适当投入,在人员上给予保障.此外,
北大图书馆每年还会根据编辑部的需求安排一些高

质量的讲座或培训:例如,邀请国内顶尖的期刊服务

商介绍期刊集群平台建设及期刊采编系统;邀请期

刊数字化服务商来介绍排版系统使用、排版格式校

对、参考文献校对、期刊文章元数据制作及全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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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服务,让编辑只需专注于内容的审校,其他

重复性的、繁琐的工作交给专业的服务商来完成;邀
请多家期刊编辑部分享办刊经验,包括期刊采编系

统使用、DOI注册、期刊钓鱼网站防范、期刊年审等

诸多方面.
北大期刊网的建设,将各编辑部的力量集中起

来,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应对期刊发展的相关问题,
改 变 了 以 往 各 编 辑 部 相 互 独 立、各 自 奋 战 的

局面[１３].

３．４　建设成果

北大期刊网为学术期刊搭建了一个可靠、统一

的支撑平台,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有利于期刊可持

续发展的良好环境.主要成果包括:

３．４．１　北大期刊网集群平台

在充分调研并学习了国内外期刊集群平台建设

情况后[１４－１６],建成了“北大期刊网”[１７],如图１所

示.平台实现了动态信息发布、期刊导航、论文发布

与展示、数字出版、集成检索、用户管理、使用统计分

析等功能,大大促进了北大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升了

期刊品牌影响力,同时也促成了北大期刊发展相关

政策的成熟和落实,推动了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

３．４．２　统一的期刊采编系统

由前文的调研可知,北大理工类期刊自动化办

公程度较高,基本都使用了期刊采编系统,实现了投

审稿、编辑办公自动化.而人文社科类期刊只有１
种使用了期刊采编系统,现状亟待改进.为此,建成

了统一的期刊采编系统,在各编辑部自愿的原则下,
目前有«经济科学»«北大教育评论»«人口与发展»
«中外法学»«国际政治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经
济学季刊»«中外法学»«医院管理论坛»«景观设计

学»１０种期刊参与了此项工作,实现了作者投稿、专
家审稿、编辑办公的自动化管理[１８].单刊网站采用

统一的设计风格,建立北大系期刊的网络品牌标识;
使用同一个数据库,共享共性数据,例如用户信息

库、IP地址库、学科知识库等;实现了真正的数字出

版协同采编功能.

３．４．３　高质量的期刊文章内容

完整、精准的期刊文章内容是北大期刊网提供

服务的基础和关键,建设内容包括期刊元数据收割、
全文数据收集、数据清洗,整理与发布.此部分工作

量大而且繁琐,是整个平台建设的难点.
北大期刊网从建设之初就非常重视内容建设,

图１　北京大学期刊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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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１)确保数据完整性.逐步对加入的期刊建立

单刊网站,特别是在商业数据库中没有收录的期刊,
作为独家内容,进行重点展示.由于国家ISSN号

资源有限,不少人文科学研究中心采用以书代刊的

形式出版集刊,这些集刊质量高、学术积累深,但是

却没有对外发布平台,北大期刊网平台统一对这些

集刊进行组织、发布和宣传推广,大大提升了集刊的

曝光度;另外,对加入期刊网平台的期刊,尽量做到

论文收录完整,涵盖从创刊到现在的所有论文.
(２)严格控制数据质量.制定数据质量标准,包

括元数据标准和全文数据标准;开发数据质量检查

和控制模块,对不规范数据进行预警和报告;请专业

的期刊数据服务公司制作、清洗、上传数据.
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共上传了２６５０期数

据,元数据总量为５４８８８条,全文总量为３３０２９篇,
文章内容还在持续增加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北大期刊网的内容建设得

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数据库”项目组的大力支持.项目组专家在元数据

标准和内容建设流程方法上给予了指导,并提供了

北大８种期刊从创刊到２０１５年底的所有元数据和

全文数据,大大加快了北大期刊网的内容建设进度.

３．４．４　增强展示的期刊内容

除了PDF格式,国际上的一些顶尖期刊出版平

台,早已开始提供功能强大、方便阅读的 HTML版

本.例如,爱思唯尔的ScienceDirect全文数据库、
施普林格的SpringerLink数据库平台等.同时,在
移动出版中,RichHTML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更
小的文件存储空间,更快的加载速度,更适合移动阅

读的显示方式.北大期刊网平台也支持RichHTML
的展示形式,即以网页形式来呈现文章内容,并在文

章原文基础上,生成文章的目录导航,进行学者信息

标引、参考文献标引,实现图表下载、公式复用、文中

引用直接显示文献内容等.目前已经完成１０种期刊

２０１７年度的RichHTML制作和发布,大大方便了

读者在线阅读,提高了文章利用率.

３．４．５　期刊官网认证

与百度合作,在百度搜索结果中,给各期刊网站

加注“官网”标识,以区分期刊官方网站和其他山寨/
钓鱼网站,防止作者上当受骗,方便作者和读者在百

度平台上,准确了解期刊信息,提高期刊品牌识

别度[１９].

３．４．６　丰富的标准化接口,方便与第三方系统数据

交换

与第三方系统进行数据交换是提高期刊影响力

的一个重要渠道.北大期刊网已建立期刊文章数据

与多个第三方系统的数据交换接口:(１)在文章级展

示页面,自动加入谷歌学术、百度学术的元数据标

签,以方便谷歌学术、百度学术等学术搜索引擎获取

期刊元数据;(２)在管理后台,可以按期生成各种用

于与第三方进行数据交换所需要的元数据XML文

件,包括:开放获取期刊目录所需要的元数据文件;

PubMed数 据 库 所 需 要 的 元 数 据 文 件;与 中 文

DOI[２０]的接口,方便导出进行中文DOI注册时所需

的元数据,可以按篇、按期、甚至按年或多年进行数

据批量注册.

４　平台推广与应用效果

４．１　平台推广

以北大eＧResearch的学术环境为依托,通过不

断探索,实现学术交流模式的创新以及学术出版模

式的再造,助力学术研究,促进开放获取,这是期刊

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良好机遇.北大图书馆

牢牢把握每个可能的契机,广泛宣传期刊网建设、长
期保存的重要性和价值,采取了一系列宣推手段:
(１)设计、印制期刊网宣传手册;(２)积极争取并最终

在学校主页上发布;(３)在许多相关会议上提交宣传

海报、宣传手册或宣讲,如历届的中国开放获取推介

周会议、北京市高校数字图书馆年会、中国机构知识

库年会、北大文献信息资源战略发展委员会暨北大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等;(４)到院系与师生当面交流.
与此同时,北大期刊网的建设和运营模式,也有

其独特、有效之处.如,首批选择期刊影响力高的数

家编辑部参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为更多期刊

自愿加入北大期刊网平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运

营模式来看,北大期刊网在为各编辑部提供平台服

务的基础上,不改变、不干涉其工作方式和出版模

式,并尽可能解决编辑部的实际问题;依托技术优

势,提供灵活多样的出版模式,为编辑部创建个性化

官网,并将其网站融合到期刊网集群平台中,实现真

正的检索、发布、阅读、编辑办公一体化;在内容上不

仅收录有ISSN号的期刊,还收录许多高质量的以

书代刊形式的集刊,以及很多北大社团、北大学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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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高质量内刊;积极申请社会科学部、信息化建设

与管理办公室经费资助,为项目建设提供了经费

保障.
从我国高校期刊网集群平台来看,绝大多数仅

仅实现了期刊导航的功能,收录的期刊数量较少,且
仅收录有ISSN号的期刊,北大期刊网的以上做法

可以为其他高校期刊集群平台功能、期刊在线出版、
期刊内容建设等提供建设思路和实践指南.

４．２　平台应用效果

目前北大期刊网收录１１３种期刊,其中１种被

SCI收录,１种被EI收录,９种被CSSCI收录,１１种

CSSCI来源集刊,２１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
心期刊,１３种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已为

２３种期刊创建了单刊页面,１０种期刊以此为工作平

台,２３个编辑部安装使用了黑马校对软件.自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２５日,期刊网平台２．０上线以来到２０１８年

５月１６日,总访问量达到３５６３５５人次(见图２),总
下载量为３５９０００次.同时,收到了来自校领导、编
辑部、读者各方面的反馈.例如,北大前任党委书记

朱善璐说:“北大各家期刊编辑部就像各个车间,以
前只知道各车间的产量,不知道总产量,期刊网平台

使北大期刊的总产量一目了然,是摸清家底的好举

措.”北大教育评论副主编李春萍说:“CNKI是百货

公司,北大期刊网平台就是精品店.”«大学图书馆学

报»副主编王波说:“机构知识库、学位论文库属于北

大人撰写的资源,解决的是‘MadeofPKU’的问题,
期刊网 属 于 北 大 人 编 辑 出 版 的 资 源,解 决 的 是

‘MadefromPKU’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才完整

解决‘MadeinPKU’的问题.期刊网建设大大提高

了‘北大制造’的显示度、影响力.”一位读者反映说:
“查询 «中外法学»上一篇２０００年的文章«法学博士

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

弊»,在CNKI和维普数据库上均没有查到全文,最
终在北大期刊网上找到了全文.”分析原因后,发现

在CNKI上缺«中外法学»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数据,而
维普上只收录了该刊的元数据而没有全文数据.

北京大学期刊网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作为北大开放

学术资源之一加入北大图书馆首页之后,访问量持

续攀升,已成为北大图书馆首页热门点击资源之一,
成为服务北大师生乃至全世界读者的重要资源库

之一.

图２　北京大学期刊网２．０访问量

５　结语

校领导的重视、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各期刊编

辑部的积极配合、图书馆的高效落实是期刊网建设

成功的关键;前期深入调研、结合各编辑部的实际情

况、明确建设目标与思路是基础;安全的、先进的技

术是保障;独特新颖的界面设计则为平台加分添彩.
虽然平台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也面临着

一些问题:(１)平台运维需要长期的、持续的经费投

入;(２)一直以来,集刊的版权属于其合作的出版社,
这也成为集刊加入期刊网的最大障碍;(３)随着加入

的期刊越来越多,对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制

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此外,平台中尚有不少期刊未

建单刊页面,期刊内容有待完善,与机构知识库、北
大学者主页的对接还未实现,虽然为平台申请了

DOI前缀,但是许多编辑部还未注册使用,系统后台

管理的部分功能还需改进,数据长期保存规划亟待

重视.
接下来,北大图书馆将继续为编辑部提供完整

的技术支持;进一步扩大期刊收录范围;积极推动将

期刊网建设纳入北大信息化建设,获得常规化的经

费支持;积极寻求校内外合作,推动相关标准、政策、
规章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及时、准确更新平台内容;
推动期刊文章DOI注册工作的落实;与北大机构知

识库、北大学者主页实现数据关联;推动期刊网微信

公众号的建立,提升期刊传播力;与图书馆研究支持

中心合作,融入北大的学科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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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andPromotionofPekingUniversityOpenJournalsPlatform
ZhouYigang　LiuDan　NieHua　ZhangYuanjun　WuYue　ZhangNaishuai

Abstract:PekingUniversityLibraryhasbuiltPekingUniversityOpenJournalsPlatformwiththesupＧ
portandcooperationofseveraluniversityadministrativeunits．Basedontheanalysisofthebackground,
statusandobstaclesaswellasdemandsofthejournaleditorialdepartments,thefollowingtargetedservices
areproposedandprovided:legalsupport,technicalsupportandcommunicationplatforms．TheConstrucＧ
tionandPromotionoftheplatformareintroducedintermsofclusterjournalplatforms,unifiedjournalediＧ
tingsystems,contentconstructionanddisplay,thecertificationofthejournalofficialwebsite,andcustomＧ
izedinterfacesdevelopment．PekingUniversityOpenJournalsPlatformhassuccessfullyandwillcontinue
topromotescholarlycommunication,openaccessandtoenhancethereputationoftheinstitution．

Keywords:JournalsPlatform;PekingUniversity;ClusterPlatform


(接第３３页)

TheProspectonthe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fArabic
CollectionsinSunYatＧsenUniversityLibrary

HeYun　FengCaifen　ChengHuanwen

Abstract:SincethefirstForumofSinoＧArabicNationalLibraryDirectors,therehavebeenmuchcomＧ
municationand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Arabonresourcessharing,collectionconservationandpresＧ
ervatio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etc．SunYatＧsenUniversitylibrary,locatedbytheSoutherncoastof
China,enjoysexceptionalconditionsandfoundationsintrainingArabictalentsandhasbeenmakinggreat
effortstobuildArabiccollection,whichhasagreathistor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tisexpectedthat
furthercooperationbetweenSunYatＧsenUniversitylibraryandArabicNationallibraryoncollectiondevelＧ
opment,cataloguinginstruction,conserv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ancientbooks,dig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canbeachievedinthefuture．

Keyword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rabic;Collectio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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