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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科学交流的主导途径已转向由商

业出版商与数据分析公司所掌控的平台。这

一现状何以成为全球大学所面临的严峻挑

战？原因在于，政府与科研资金的相当一部

分正流向期刊订阅、数据服务以及作者出版

费用的支付，而这些开支正呈现出不断攀升

的趋势。若要深刻理解大学在构建这一体系

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视线需回溯至

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与尤

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两位先驱的

创业宏图。两人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各自

独立创办企业，却都不约而同地重塑了学术

出版领域，推动了科学知识的全球流通。尽

管在商业战场上他们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

他们的努力与影响却如同经纬交织，共同编

织了今日学术交流的格局。 

二战硝烟散去后，政府对科研领域的资

助力度实现了显著飞跃。麦克斯韦，这位来

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难民，在为英国军队

效力后，转而在柏林担任军事情报官员，他

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助力德国知名出版

社施普林格（Springer）重焕生机，并秘密策

划将大量学术期刊运往英国。1951年，他成

功购得六份科学期刊及两套教科书系列的英

国发行权，标志着帕加蒙出版社（Pergamon 

Press）的诞生。随后的十年间，帕加蒙出版

社迅速崛起，分发了多达 59种科学期刊，并

持续扩张其版图。麦克斯韦深谙吸引顶尖科

学家的重要性，他积极寻求合作并赢得他们

的信赖，携手在新兴科学领域内创办了多份

享有盛誉的期刊。随着公司每隔数年便实现

规模翻倍的惊人成长，麦克斯韦深刻意识到

科学出版行业的巨大盈利空间，仿佛扩展之

路永无止境。尽管出版业的商业化转型遭遇

了不少质疑之声，但帕加蒙出版社凭借其对

编辑自由的承诺及高效的技术手段，大幅缩

短了出版周期，从而吸引了源源不断的稿件

投稿与期刊订阅。慷慨的编辑报酬、奢华的

聚会以及丰厚的差旅补贴，更是成为了吸引

并留住编辑团队的强大磁石。这些编辑们对

麦克斯韦保持着高度的忠诚，即便在他因一

场收购战而短暂失去对帕加蒙的控制权五年

后，他们依然伸出援手，助其重返帕加蒙。

尽管麦克斯韦后来因滥用《镜报》（Mirror）

养老金基金而名誉扫地，但帕加蒙出版社所

开创的先河已永久性改写了科学出版的游戏

规则，将其推向了全球盈利的巅峰。 

引文索引的影响是什么？ 

科学知识生产的快速增长，部分归因于

帕加蒙与爱思唯尔等商业巨头的雄心勃勃，

这一进程催生了一个新的挑战：如何有效管

理随之而来的信息洪流。尤金·加菲尔德，

一位自诩为“信息科学家”（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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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的先驱，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应

对策略。他的初步方案名为《当前内容》

（Current Contents），这一服务通过复印并

整理期刊目录页，以订阅形式提供给用户，

帮助他们紧跟各自领域的最新科研动态。该

服务的商业成功不仅奠定了其基础，还催生

了“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英文简称“ISI”）的诞生。在

获得美国空军资助后，加菲尔德于 1963年推

出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为 SCI），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数据库，

汇集了来自他精心挑选的 560 种“核心”科

学期刊的所有引文，这些期刊被他视为各自

领域内最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 560 种

期刊中，有七成是在美国或英国出版的，剩

余部分则几乎全部源自欧洲，这反映出了一

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科学出版视角，其背

后是商业出版商及其庞大的订阅收入体系。

尽管德国在战前科学领域占据显赫地位，但

在 SCI 所索引的期刊中，德国出版的仅占

7%。更令人遗憾的是，没有非洲期刊被纳入

索引范围，而中国也仅有两种期刊得以入选。

然而，SCI的索引范围迅速扩张，至 1968年

已覆盖 2000 种期刊，到了 1979 年，这一数

字更是翻倍增长，但欧洲与美国出版经济的

学术地理分布特征在 SCI中依然根深蒂固。 

引文索引开始界定何为“受认可”的学

术知识。对于学者们而言，能够被这些索引

收录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成就，而商业出

版商则因其技术实力和财力支持，在满足索

引的技术门槛及支付高昂订阅费用方面展现

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同麦克斯韦在出版

界所展现的公关与市场营销才能一样，加菲

尔德也擅长此道，他成功地将 SCI及其他 ISI

服务推广至全球各地，包括苏联在内的诸多

国家。面对那些试图质疑 SCI 覆盖范围公正

性的声音，特别是针对 SCI 对“第三世界”

期刊可能存在歧视的统计证据，加菲尔德均

予以了坚决而有力的反驳。 

正如罗伯特·默顿所预见，引文索引的

衡量标准逐渐演变成了学术界竞相追逐的目

标。大学、学者及出版商纷纷采用引文索引

作为竞争的工具，根据其中的引文数据和引

用次数及期刊的“影响因子”对研究人员进

行排名。加菲尔德所创造的这一机制，无形

中成为了衡量学术成就与机构表现的重要标

尺。多年来，这一索引系统的运营一直得到

《当前内容》服务所带来持续的收入补贴。

在加菲尔德于 2017年逝世后，一位撰写其讣

告的作者赞誉他为“有远见的人”，而非仅

仅是一个“记账员”，随着数字化，其全部

商业潜力得以实现。2000年代初，第一批全

球大学排名使用 SCI 引文数据来评估学者。

期刊元数据（如引用）越来越成为爱思唯尔

等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该公司于 2004年设

立了一个竞争对手引文索引（Scopus）。2011

年，汤森（Thompson）以 35 亿美元将加菲

尔德的原始业务出售给克拉里韦特

（Clarivate）。 

未来会怎样？ 

自麦克斯韦创立帕加蒙出版社以来的 70

年间，学术期刊出版业已转变为一个盈利的

全球产业。数据分析变得比期刊出版更有利

可图。今天，学术声誉和地位是通过期刊排

名、“影响因子”和“h 指数”来衡量的。

引文索引的力量因数字化和金融投资而得到

放大，必然优先考虑欧美学术网络和商业利

益。尽管存在去殖民化开放获取与促进独立

出版商所倡导的书目多样性的呼声，两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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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引文索引仍在全球南方学术出版领域投下

深刻影响，导致非英语及地区性期刊因未被

纳入索引而陷入隐形状态，这不仅加剧了学

术地理的分层现象，也破坏了既有的区域知

识生态体系。同时，未被索引的期刊在非英

语世界普遍面临着持续的合法性质疑。 

“钻石开放获取”（Diamond Open 

Access）的欧洲倡导者构想了一个基于社区

共有的出版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的全球研究

系统，旨在促进更广泛的公平性。然而，实

现这一“钻石”模式，即向作者与读者免费

提供出版服务，需巨额投资与实质性支持作

为后盾。若欲将此愿景拓展至资源丰富的欧

洲大学之外，全球范围内的政府与高等教育

体系必须携手，共同资助建设必要的研究基

础设施。要想打破由麦克斯韦与加菲尔德所

塑造的既有格局，尚需付出诸多努力与不懈

奋斗。 

 
注：本文源于 2023年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会议

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关于同一主题的其他工

作论文也可查询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