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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首发对提升我国科技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的积极作用 

——以《地球学报》为例 

闫立娟, 孙晓红, 张改侠, 魏乐军* 
中国地质科学院, 北京 100037  

摘  要: 在数字出版时代, 网络首发能显著提升我国科技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研究以《地球学报》

为例, 统计其从 2018 年第 3 期至 2022 年第 3 期共 318 篇文章的投稿日期、改回日期、网络首发日期、刊

发日期、被引频次、首次被引日期、印刷版下载量、网络首发版下载量等。对其出版周期、质量控制、出

版方式、被引和下载量、主要期刊评价指标等进行分析。分析表明, 网络首发能大幅缩短论文出版周期, 吸

引优秀稿源; 避免了论文的政治性差错, 学术和出版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增强出版助力学术期刊的知

识生产与传播; 网络首发出版流程和增强出版能有效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提高了论文的被引频次和下载

量。网络首发对推动我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提升其质量和学术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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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ffects of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Academic Influence of Sci-tech Journal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YAN Li-juan, SUN Xiao-hong, ZHANG Gai-xia, WEI Le-jun*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on the quality and academic influence of 
Chinese sci-tech periodicals in the era of digital publishing. Taking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as an example, we 
considered the received date, revised date,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date, publication date, citation frequency, first 
cited date, print version downloads, and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downloads. The publication cycle, quality control, 
publication process, citation and download, and main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journal were analyzed.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can greatly shorten the time of paper publishing and attract excellent manuscripts; political errors 
were avoided, and the academic and publishing qual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urthermore, enhanced      
publication promote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process and enhanced publication can effectively avoid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improve citations and paper 
downloads.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technology 
journals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and academic influence.  
Keywords: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sci-tech journal; enhanced publishing;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在出 版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数字出版作为全新的出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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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融入到出版行业体系中。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

呈现出整合发展的新态势(李智玉, 2022)。学术成果

的网络首发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学术期

刊出版流程的全链条再造, 是中国数字出版领域的

重要尝试与变革(徐铭瞳, 2017), 对提高我国科技期

刊的国际竞争力, 推动科学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具有

重要意义(刘永强等, 2019; 高存玲等, 2020; 詹文海, 
2020; 张丰丰等, 2022)。 

网络首发(Online first Publish), 是指先将论文

网络出版, 按出版网址和发布时间确认论文首发权, 
之后将论文全部或其根文献在期刊印刷版出版的出

版方式(《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

公司, 2017)。CNKI 于 2017 年下半年推出网络首发。

为了全面提高学术论文的传播效率和利用价值, 以
规范的网络期刊出版方式更快更好地确立作者科研

成果的首发权, 《地球学报》于 2017 年 11 月与《中

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署了

《CAJ-N 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合作出版协议》, 通过

CNKI 正式出版期刊网络版(《地球学报》编辑部, 
2017)。至作者写作时间, 加入 CNKI 网络首发的期

刊已达 2322 种。 

1  《地球学报》简介及网络首发流程 

1.1  《地球学报》简介 
《地球学报》是由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中国

地质调查局主管的地球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 双
月刊, 创刊于 1979 年。栏目设置包括: 综述与进展、

争鸣与探讨、研究与调查、技术与方法、快报与短

文、地质遗迹与地质公园、信息与动态等。刊登地

球科学各分支及边缘学科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方面

具有较高水平和重要意义的学术论文。力求及时快

捷地反映地球科学领域内的新理论、新发现、新成

果、新方法、新进展。 
1.2  《地球学报》网络首发出版流程 

期刊在 CNKI 上进行单篇录用稿首发, 可根据

编辑部实际情况依次发表不同编辑阶段的稿件。编

辑阶段分为录用定稿、排版定稿和整期定稿。为了

最大限度的减少稿件错误, 保障其学术和编辑质量, 
同时尽可能缩短网络首发周期, 《地球学报》编辑

部针对稿件的不同编辑阶段, 制定了如下网络首发

出版流程: 
(1)录用定稿网络首发 
录用定稿是指内容确定, 经过同行评议和作者

修改后, 主编终审同意刊发的稿件。录用定稿网络

首发时间即为该篇稿件的网络首发时间, 这使该研

究成果的首发权能够及时得到确认。录用定稿网络

首发能不同程度提前论文的出版时间, 而提前时间

长短取决于编辑部稿件处理速度和网络首发流程。

《地球学报》对录用定稿进行初步排版、编辑加工、

英文译审, 并给出 doi 编码, 请作者一校后进行首

发。CNKI 的审核时间一般为 1~3 个工作日。 
(2)排版定稿网络首发 
排版定稿是指编辑部将录用定稿稿件按照其

特定版式和要求进行排版, 其内容和版式已经确定, 
出版年、卷、期、页码等可暂不指定。编辑对录用

定稿的稿件再次进行编辑校对、图件进行规范性修

改, 请作者二校后, 进行排版定稿网络首发。此版

稿件出版年、卷、期、页码均不定, 除标注投稿日

期、改回日期外 , 还标出了网络出版日期。CNKI
的审核时间一般为 1~3 个工作日。 

(3)整期定稿网络首发 
整期定稿是指出版年、卷、期、页码等已经确

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编辑对整期

稿件进行编辑、校对后, 将确定了出版年、卷、期、

页码等的稿件进行整期定稿网络首发。一般在纸刊

出版前的 20 天左右进行首发, CNKI 的审核时间一

般在 7 个工作日内。 

2  数据与方法 

截止 2022 年 9 月 18 日, 《地球学报》在 CNKI
上网络首发的文章共 388 篇。 

为了探讨网络首发对论文出版周期、被引和下

载量、主要期刊评价指标等的影响, 笔者统计了《地

球学报》2018 年第 3 期至 2022 年第 3 期共 318 篇

论文的投稿日期、改回日期、网络首发日期、刊发

日期、被引频次、首次被引日期, 以及在 CNKI 网 

 

图 1  《地球学报》论文出版周期 
(据 2018 年第 3 期至 2022 年第 3 期数据) 

Fig. 1  Publishing cycle of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data from Issue 3, 2018 to Issue 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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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的印刷版下载量和网络首发版(包括录用定稿、

排版定稿和整期定稿首发)下载量。数据均来源于

CNKI 网站。 

3  结果与分析 

3.1  网络首发缩短论文出版周期, 吸引优秀稿源 
通过对《地球学报》2018 年第 3 期至 2022 年

第 3 期论文出版数据的统计分析, 可知从投稿至网

络首发平均用时 74 天, 从投稿至印刷版刊发平均

用时 205 天, 从作者改回至录用定稿平均用时 10.0
个工作日。网络首发使《地球学报》论文的发表时

间平均提前了 131 天, 大大缩短了文章的发表周期

(图 1)。 
《地球学报》发表最快的论文从投稿至网络首

发仅用了 7 天(韩淼等, 2019)。按国家有关网络连续

型出版物管理规定, CAJ-N 作为具有正式刊号的网

络期刊, 其网络首发的学术论文录用定稿即视为正

式发表, 由期刊编辑部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共同为其出具论文出版证书。

该出版证书载明证书编号、论文题目、作者、出版

网址、出版时间等认证信息。作者可以通过 CNKI
网络下载、打印, 提交学校、科研机构等相关部门。

各相关部门可随时在 CNKI CAJ-N 中查证该论文及

其出版证书, 认证该录用定稿的论文首发权。现在

越来越多的部门在学生毕业、职称评审、岗位聘用、

项目结题等资格审查时, 视网络首发论文为正式出

版论文, 解决了很多已经录用论文作者急于发表的

问题。最大限度的缩短论文发表周期, 在加速论文

传播速度的同时, 也能吸引更多优秀稿源。不少作

者会因《地球学报》网络首发速度快于同类期刊而

选择再次投稿。 
3.2  双重质量控制和审核提升稿件质量 

对于网络首发论文, 编辑部和 CNKI 各自承担

责任如下:  
(1)编辑部相关责任 
编辑部承担组稿、编辑、审稿等相关责任。录

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

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学术研

究成果要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期刊

编辑部对稿件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及其他

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有关书刊编辑、出

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

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 
(2)CNKI 相关责任 
CNKI 承担内容审查与出版相关责任。入编期

刊编辑部进行审核后的稿件方可提交到网络出版平

台;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总编室对政治性差错、学术不端行为、侵权行为、

道德理论等进行再审核, 包括政审意见、学术质量、

出版质量和终审意见。审核后向期刊编辑部出具稿

件审核报告, 就发现的问题与期刊编辑部沟通, 并
及时据实处理。在地学类期刊中常出现的政治性差

错包括中国地图问题、媒体禁用词(如“一带一路”

战略)等 ; 常出现的学术质量问题包括论文复制比

过高等; 出版质量问题包括论文语言文字、符号、

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等各方面, 是对编

辑工作的双重把关。 
编辑部和 CNKI 的双重质量控制和审核, 使论

文避免了政治性差错, 学术和出版质量都得到了显

著提升。 
3.3  增强出版助力学术期刊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增强出版指根据文本及与之关联的其他数字资

源经过组织和封装, 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复合数

字作品的数字出版方式。其作品称为增强出版论文。

其中的根文本部分可以用印刷方式或数字方式刊出, 
但增强内容, 即附加材料仅通过网络呈现(《中国学

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2017)。 
论文的主体内容部分包括论文的研究对象、问

题、目标、总体思路、主要观点、方法、主要论据、

过程、图表、公式、结果、结论等内容。附加材料

是对理解和使用作品内容起到辅助作用的文字、图

形、图像、公式、表格、数据表、音频、视频、动

画、程序、注释等资料, 以及相应的文字说明。 
作为知识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 学术期刊的

出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增强出版的出现对科

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 实现了

“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新型出版模式, 使传统学

术论文与任何类型的增强数据相互链接, 并能在各

学术圈便捷地分享, 以此推进知识传播, 提高知识

服务能力, 实现内容增值等。 
在国际出版领域, 增强出版主要表现为媒体增

强、语义增强、数据增强三种形式。在地学类文章

中, 常采用数据增强的形式。如在地球化学类文章

中, 常会出现大量的同位素分析数据、主微量元素

含量数据、测年数据等, 这些数据有时长达十几页、

甚至几十页。因论文主体页码等因素的限制, 不能

作为主体内容的一部分, 而增强出版可以将这些数

据作为附加材料, 以网络出版的形式展现。附加材

料是对论文主体的有效扩充。 
如此 , 增强出版能为稿件增添诸多附加信息 , 

实现了出版形式从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转换。传统纸

质学术期刊的出版 , 因受篇幅和页码因素的限制 , 
作者在撰写论文时, 要对内容进行提炼和精简, 需
对原始数据、实验过程的描述等进行取舍, 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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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只保留重要数据和最终结果(崔玉洁等, 2018)。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 对读者的

参考价值也有所下降。而增强出版能够有效解决这

一问题, 不再受限于纸质期刊载体篇幅的限制, 为
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多维数据空间。另外, 科
研成果实验过程、原始数据、算法等的公开, 有利

于降低读者阅读难度, 减少其为充分理解结论而进

行的推导演算, 从而实现论文作者学术成果的充分

共享与传播(徐立萍等, 2020)。 
3.4  有效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网络首发能从以下几个方面, 有效避免学术不

端行为:  
(1)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规范性和严肃

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稿件题目、作者、

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等重要信息, 只可基于编辑规

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避免了有些作者因论文的

使用需求而修改作者、机构名称等。 
(2)编辑部与 CNKI 对论文学术质量的双重把关, 

使论文过度引用、一稿多投等行为无处遁形。 
(3)增强出版的附加材料有效扩充了论文主体, 

提升了出版内容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能促使作者坚

守学术诚信, 优化学术生态(徐立萍等, 2020)。 
3.5  对论文引用、下载和期刊评价指标等的影响 

(1)被引频次 
《地球学报》2018 年第 3 期至 2022 年第 3 期

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 7。笔者对每篇文章首次被

引时间进行了统计, 其中 31 篇论文的首次被引时

间早于其印刷版时间。这说明网络首发对提高论文

的被引频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2)下载量 
318 篇被研究论文印刷版的篇均下载量为 410

次, 其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定稿的篇均下载

量之和为 187 次, 表明网络首发大大提升了论文的

传播效率。 
(3)影响因子和核心总被引频次 
表 1 为《地球学报》2017—2021 年影响因子和

核心总被引频次, 数据来源为年度《中国科技期刊 
 

表 1  《地球学报》2017—2021 年影响因子和 
核心总被引频次 

Table 1  Impact factors and core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of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from 2017–2020 

年份 核心影响因子 核心总被引频次 

2017 1.376 2143 
2018 1.401 2214 
2019 1.462 2284 
2020 1.386 2297 
2021 1.381 2318 

引证报告 (核心版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数据显示《地球学报》

核心影响因子稳中有升, 核心总被引频次呈持续增

长趋势, 这与网络首发提升了论文的生产和传播速

度密不可分。 
(4)对 F5000 论文和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

术论文评选的影响 
2017—2022 年, 《地球学报》共有 53 篇论文

入选 F5000 提名论文。3 篇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

影响国内学术论文。这两项荣誉的评选标准均为论

文 5 年时间窗口内累计被引用的次数。《地球学报》

利用网络首发, 最大限度缩短论文出版周期, 对其

F5000 论文和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的产

出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论 

(1)本研究以《地球学报》数据为例, 分析了网

络首发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作为我国数字

出版领域的重要尝试与变革, 网络首发论文与纸质

版具有同等效力, 大幅缩短了论文的出版周期, 促
进了科研成果的快速传播, 也能为编辑部吸引更多

优秀稿源 , 益于作者、读者和编辑部 ; 编辑部和

CNKI 的双重质量控制和审核, 使论文避免了政治

性差错, 学术和出版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增强

出版能推进知识传播, 提高知识服务能力, 实现内

容增值。另外, 网络首发对避免学术不端行为、提

高论文的引用和下载量效果显著。可见, 网络首发

对加速我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提升稿件质量

和期刊学术影响力意义重大。 
(2)编辑部应该积极加入到网络首发中来, 用这

个先进手段来武装自己, 助力期刊的发展。与此同

时, 网络首发对期刊编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
在内容为王、严把稿件质量关的原则下, 优化稿件

出版流程, 最大限度缩短出版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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