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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及影响研究

薛  敬, 赵  凡

(华北电力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2206)

1摘  要2 阐述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的内涵和特点, 介绍国内信息内容服务商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进展, 分析期

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对数字期刊出版的产业布局、内涵和技术水平、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期刊来源和服务功能、期刊数据库

的价格和高校图书馆数字期刊采购六个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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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 月 29 日, 国内最大的信息内容服务商万方数

据和中华医学会共同宣布正式启动了战略合作112。一石激

起千层浪, 期刊数字出版独家授权成为了编辑出版界和图

书情报界日益关注的话题。期刊数字出版独家授权是对现

有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业务重组, 是信息内容服务业 / 产业

再造0 的破冰之旅, 必将对我国信息内容产业发展和高校

文献信息资源采购等带来连锁反应。

1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的内涵和特点

11 1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的内涵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也称为期刊独家网络出版授权,

属于独家数字出版授权的一种, 其他形式的独家数字出版

授权还有图书、会议论文、博硕士论文、工具书、报纸等。

根据同方知网与各类期刊编辑部签订的独家数字出版授权

协议, 笔者将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归纳定义为: 信息内

容服务商以独家方式制作、出版和发行出版机构出版印刷

型期刊的任何电子、网络等数字化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

务, 未经信息内容服务商和各出版机构许可, 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不得使用各出版机构出版的期刊制作、出版、发行

任何电子、网络等数字化产品和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独家授权本着自愿原则, 由出版机构与信息内容服务

商共同协商决定, 不存在强制授权行为。有些期刊签署了

独家授权协议, 有些期刊则签署了非独家授权协议。因此,

当前期刊数字出版中独家授权和非独家授权是同时存在的。

即使已经签署了独家授权协议, 如果期刊出版机构之前已

经与一些信息内容服务商签署过非独家授权协议且协议未

到期, 则该协议将继续执行, 用户仍可继续使用此前已经

购买的期刊曾经授权厂商在授权期限内出版、发行的期刊

数字化文献。对于在该授权期限之外出版的数字化期刊,

有关厂商必须停止销售, 并将其从有关数字化产品中删除,

用户则必须停止使用 ¹。

11 2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的特点

随着信息内容服务商之间争夺信息资源的竞争日益加

剧, 信息内容服务商将发生 / 新陈代新0 的变化, 大型信

息内容服务商的规模和实力必将得到极大增强, 使得标准

将只存在于几个规模较大的信息内容服务商中, 一定程度

上扭转了非独家授权时代期刊数字出版标准混乱的局面,

进而为最终建立全国统一的期刊数字出版标准铺平了道路。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使得信息内容服务商能够依托

强大的信息资源源头, 结合对信息用户的深度了解和拥有

强大的信息开发技术, 可以对信息内容进行细分、对比、

分析和综合处理, 提升信息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以增强信

息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避免了数据重复录入和人力资

源进行重复劳动, 省去了用户在检索信息时的查重工作,

用户也可以享受到由期刊出版机构与信息内容服务商密切

合作所带来的更为专业、更为深入的信息知识产品, 对于

科技查新、科研统计、科学研究等都会有巨大帮助。

但独家授权具有时效性, 在独家授权期限内, 期刊出

版机构与信息内容服务商是同舟与共的关系。但当授权期

满时, 独家授权可能会变成非独家授权, 也可能是授权方

发生变化。同时, 由于独家授权使得各信息内容服务商自

成一体, 各自发展、激烈竞争, 可能会造成我国期刊数字

出版内容的不连续性和不完整性 , 这对广大科研工作者从

事科研工作会造成较大影响。但从信息内容服务商角度而

言, 只要大家的数据都不完整, 就可以避免一家独大的垄

断局面出现, 从而为其他信息内容服务商未来参与期刊数

15

¹ 本文相关内容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提供的独家数字出版合作协议, 在此对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

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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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出版创造了条件。

2 国内信息内容服务商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进展

21 1  非独家授权时代国内信息内容服务商期刊占有分布

情况

在期刊数字出版的非独家授权时代, 据笔者统计, 信

息内容服务商包括万方数据、同方知网、重庆维普、华艺

数位、龙源期刊、书生公司、方正阿帕比、华夏世通、解

放军医学图书馆数据库研究与开发部、武汉鼎森电子和超

星电子, 但具有一定规模且专注于期刊出版的主要是万方

数据、同方知网、重庆维普、华艺数位、龙源期刊、华夏

世通、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数据库研究与开发部和武汉鼎森

电子。其中, 万方数据、同方知网和重庆维普是中国三大

著名的学术期刊信息内容服务商, 龙源期刊主要专注于非

学术期刊 (即人文大众类期刊 ) 的数字出版, 华夏世通专

注于全部中文医学期刊 (没有选刊原则, 全部收录) 的收

录,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数据库研究与开发部收录了 1994 年

以来的 1400 余种中文医学期刊122, 武汉鼎森电子的博看网

主要收集教育教辅类报刊和人文大众类期刊。

21 2  独家授权时代国内主要信息内容服务商期刊独家数字

出版授权进展

21 21 1  同方知网

进入独家授权时代, 截止到 2008 年底, 已有 630 种期

刊与同方知网签订了独家授权协议, 其中核心刊物 460 种,

非核心刊物 170 种。社科类期刊 240 种, 自然类期刊 184

种, 大医学类期刊 206 种 (其中以中华预防医学会的 64 种

期刊为核心)。参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6 中的学科分类体系, 目前已签独家授权的

学科为 72 种, 只有畜牧、动物医学和武器工业两个学科尚

没有刊物签署独家授权协议。

21 21 2  万方数据

在独家授权时代, 万方数据的选刊范围集中在大生命

科学、工程技术、大学学报和图书情报四个领域, 选刊因

素包括学术水平和编辑印刷出版水平, 选刊流程为选刊方

法 ) ) ) 评选步骤: 确定分析范围, 统计参数获取和细分专

业确定 ) ) ) 数据分析处理与调研访问同时进行。目前 118

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 (其中 53 种核心期刊) 已经与万方

数据签署了独家授权协议, 同时还有一些种类的期刊也签

署了独家授权协议。

21 21 3  重庆维普
在非独家授权时代, 维普数据库包含了 1989 年至今的

8000 余种期刊。最近, 笔者通过电话采访维普数据公司,

了解到维普公司不搞独家授权业务。从维普网站可以看到,

目前, 医药卫生和化学工程类是其主打数据库产品。

21 21 4  龙源期刊

龙源期刊以非学术期刊收录为主, 目前综合性人文社

科类期刊品种已达到 1000 种。授权方式既有独家授权也有

非独家授权。

3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的影响

总体来看, 期刊数字出版独家授权之后, 从事期刊出

版的信息内容服务商之间会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 并且逐

渐由国内竞争过渡到国际竞争, 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格局将

会进一步调整。

31 1  数字期刊出版的产业布局将重新整合

进入独家授权时代, 期刊为了提高其知名度和增加利

润, 往往会与实力较为雄厚的信息内容服务商进行合作,

因此, 小型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期刊数字出版业务将会萎缩,

大型信息内容服务商的综合实力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无

论是独家授权还是非独家授权的签署都是自愿的, 期刊出

版机构和信息内容服务商都有自己的考虑。期刊出版机构

会考虑本刊的发展战略、知名度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利

益分配方案的合理等, 而大型信息内容服务商也会选择学

术水平较高、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期刊出版机构签订

独家授权协议132。从目前独家授权的进展来看, 并不是所

有期刊都签订了独家授权协议, 有些正处于观望态度, 而

有些是想签签不成, 那么签不成独家授权的期刊则只能走

非独家授权的道路。

在学术期刊领域, 三足鼎立局面仍会存在一段时间。

同方知网和万方数据都同时拥有独家授权期刊和非独家授

权期刊, 而维普则只专注于非独家授权期刊。在非学术期

刊领域, 龙源期刊的强势地位无可撼动, 授权类型包括独

家授权和非独家授权, 同时也会兼收非独家授权的低水平

学术期刊。武汉鼎森的博看网将秉承收集教育类系列期刊

和大众类非学术期刊的宗旨。在独家授权时代, 非独家授

权的期刊还会大量存在, 但这些期刊往往都是水平和实力

较低的期刊, 而那些规模较大的高水平期刊都会选择比较

有实力的信息内容服务商进行独家授权合作, 以期达到双

方合作共赢发展。

31 2  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期刊来源将发生变化

独家授权时代, 每个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数据库内容都

不再全面、完整, 而是各有侧重。比如, 按照万方的发展

战略规划, 它们将从大生命科学、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图书情报四个领域来开发其数据库产品, 在这四个领域内

按照学术水平和编辑印刷出版水平来选择独家授权合作期

刊; 同方知网则是收集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期刊, 其选刊

标准也是基本按照学术水平和编辑印刷出版水平来定; 维

普则不做独家授权, 只做非独家授权。独家授权使得某种

期刊一旦被某个信息内容服务商所独家占有, 那么其他信

息服务商在独家授权范围内就不得对该刊进行任何形式的

数字出版服务。截至 2008 年底, 万方和维普已经失去了

630 种期刊的数字出版权, 其中包括中华预防医学会的 64

种期刊, 而同方知网和维普也已经失去了中华医学会旗下

的 118 种医学专业期刊, 维普总计已经失去了 748 种学术

期刊。

31 3  期刊数字出版的内涵和技术水平将不断提升

独家授权时代, 随着期刊数字资源的激烈争夺和信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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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进一步整合, 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数字出版服务将更

加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信息内容服务商与出版机构

将融为一体, 数字出版从内容标引、生成到深加工的整个

过程都可以进行控制, 彻底实现了信息内容从印刷形式到

数字形式的无缝衔接, 提高了数字出版效率, 也可以使信

息内容服务商在协调全国标准的基础上承担起建立该专业

数据库产品全国标准体系的任务。

31 4  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服务功能将得到加强

在独家授权时代, 信息内容服务商开发的数据库产品

将向着更加专业化方向发展, 必将使行业垄断更为突出,

用户在谈判中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由于我国市场环境的

不断优化, 厂商诚信意识的不断增强 , 以人为本的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 即使在独家授权时代, 笔者认为信息内容服

务商的产品服务也会比非独家授权时代更加完善和人性化。

31 5  期刊数据库的价格将发生变化

在独家授权时代, 信息内容服务商对信息资源的整合

将更加专业化, 它们将按照各自的发展战略来对学科系列

期刊进行成体系收录, 以保证学科学术资源的系统性和完

整性。某一学科比较有水平和实力的期刊基本被某一大型

信息内容服务商独家占有了, 对于用户来说, 这时只需采

购一种专业数据库即可。但实际上, 受非独家授权的影响

(即高质量学术期刊签署的非独家授权协议尚未到期 ) , 信

息内容服务商要想将某一学科的高质量期刊全部收集短时

间内还不能完成, 那么这时用户要想完整保留某一学科的

科研信息, 还需要采购多家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数据库产品。

由于是独家授权的数据库产品, 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该

产品信息资源的垄断, 加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原材料成

本的不断提升, 数据库产品的功能、质量和服务不断提高,

笔者认为独家授权时代单个数据库的采购价格要比非独家

授权时代有所上涨。

31 6  对高校图书馆数字期刊采购的影响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是信息内容服务产业链上最上

游两个节点间合作方式的一次变革。通过这次变革, 期刊

出版机构与信息内容服务商之间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关系,

为此, 信息内容服务商在开发数据库产品时就可以从信息

的原始内容开始进行规划和设计, 最终用户 (包括高校教

师、学生和科研人员) 可以享受到比以前更为先进、便捷、

高效的数据库产品, 进而为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提供更

强大的工具。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时代, 受到数据的追加、人力

资源成本增加、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多数电子资源价

格每年都有涨幅142。与此同时, 伴随着数据库采购价格的

上涨, 数据库产品功能、质量和服务将会不断提高。由于

期刊对于高校从事科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且在短

时期内某一学科期刊仍将分布在多个信息内容服务商手中,

因此, 为了期刊保存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更好地为学校的

学科建设、教学与科研提供文献保障, 在合理安排学校财

政划拨的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的基础上, 预计高校图书馆仍

将会采购多家信息内容服务商的数据库产品。最后, 综合

考虑数据库的整体采购情况, 总成本将会上涨。

从国内外现状来看,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是我国数

字内容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 高校图书馆应逐渐适应

这一发展潮流,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采用相关文献计量

学方法来研究数字期刊采购实际成本的变化情况, 审时度

势, 为最终决定购买哪些数字化期刊产品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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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 ects of inf luence by authorization of exclu sive digi tal pu blicat ion of periodical, in cluding indust rial dist rib ut ion, connotation and techn ic level,

periodical source and service function of s ervice provid er of informat ion content , price of periodical database, and digital periodical purchas e of

u nivers ity lib 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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