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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基于Citespace软件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
 

从作者构成、
 

文献数量、
 

主题

分布、
 

研究演进趋势和研究前沿等维度出发,
 

分析当前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现状、
 

趋势与前沿.
 

通过关键词可视

化分析,
 

绘制时间线图、
 

聚类视图、
 

时区视图及突现词分布图深度剖析文献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
 

结果表明:
 

期刊

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数量庞大,
 

但持续深入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
 

发文量呈现出总增长趋势,
 

但阶段性波动的引

用特征显示该领域的研究缺乏持续高认可度的文章,
 

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作者群体和机构群体.
 

跨学科的文献

较少,
 

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开发.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领域的投入不足,
 

相关机构应加大力度,
 

提高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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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trends
 

and
 

frontiers
 

of
 

media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uthor
 

composition,
 

literature
 

quantity,
 

topic
 

distribution,
 

research
 

evolution
 

trend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Through
 

visual
 

analysis
 

of
 

keywords,
 

a
 

timeline,
 

cluster
 

view,
 

time
 

zone
 

view
 

and
 

emergent
 

word
 

distribution
 

map
 

were
 

draw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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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analyze
 

the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the
 

literature.
 

The
 

results
 

of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show
 

that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s
 

on
 

journal
 

media
 

research,
 

but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s
 

with
 

continuous
 

in-depth
 

research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ublications
 

shows
 

a
 

general
 

trend
 

of
 

growth.
 

Periodic
 

fluctua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
 

citation
 

situ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lacks
 

the
 

highly
 

recognized
 

articles,
 

and
 

an
 

influential
 

group
 

of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has
 

not
 

been
 

yet
 

form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literature
 

is
 

less,
 

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needs
 

to
 

be
 

developed.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all
 

aspects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jour-
nal

 

media
 

convergence.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shoul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this
 

researc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journal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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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
 

期刊发展不仅面临着传统媒体内容的创新性发展,
 

同时还面临新媒体快速发

展带来的一系列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新的发展机遇在于创新,
 

包括出版方式、
 

传播方式和途径创新,
 

管理

制度和经营体制创新等.
 

相较于其他期刊出版研究领域,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起步较晚,
 

跨学科研究较

少.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科技更新迭代,
 

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开发.
 

厉衍飞等[1]通过Pest
分析法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发展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

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程维红等[2]在对我国科技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对策建议中,
 

较为全面地

提出了创新期刊数字出版体制机制,
 

完善我国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产业链等问题.
 

汪新红[3]指出了优先数

字出版是提高学术期刊出版速度的一种新模式;
 

吉海涛等[4]指出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发展新模式是以

学术期刊新媒体产业联盟为基础,
 

为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思路.
 

张艳

萍[5]提出要对重点期刊从公众号定位、
 

制定考核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建立专业运营团

队和进行跨媒体资源整合4个角度入手,
 

建立科学、
 

有效的微信公众号运营模式.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中期刊媒体融合、

 

期刊数字出版等相关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法和文献计

量法,
 

厘清国内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整体发展脉络,
 

分析现有研究成果,
 

探寻研究的发展趋势,
 

为相关

期刊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CSSCI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两个权威数据库,
 

以主题、
 

篇名、
 

关键词等多种模式进行

精确检索,
 

检索词为“期刊媒体融合”“媒体融合”等的各种组合,
 

以此方法来了解我国当前期刊媒体融合发

展研究的发展态势.
 

鉴于早期期刊数字出版也是一种非传统出版模式的情况,
 

为避免遗漏这部分样本,
 

本

研究以“期刊数字出版”为篇名等条件进行模糊检索,
 

以期更为完整地反映我国期刊媒体融合的整体发展情

况和历程演变.
 

为确保所选文献的有效性,
 

又通过人工筛查的方式对文献进行逐条阅读,
 

对无效信息进行

剔除,
 

共获取到671条有效样本文献(截至2021年12月16日).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

 

5.7.R5版本软件,
 

从文献数据库中攫取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
 

运用

关键词共现分析、
 

作者分析、
 

关键词时区图谱等方法,
 

对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基本情况、
 

重要概念

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6].
 

数据处理条件定义为:
 

时间区间选择2005-2021年,
 

时间切片长度设置为3,
 

阈

值设定为Top
 

50
 

Per
 

Slice,
 

算法精简网络上选取“探路者”模式.
 

以题目、
 

摘要、
 

关键词等为信息来源.

2 数据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数量特征分析

图1展示的是671篇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出,
 

2005-2019年

关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研究文献缓慢增加,
 

从这一阶段可知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国
际数字出版在1994年就开始启动).

 

虽然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领域发展时间较长,
 

但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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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
 

存在持续性研究产出,
 

正在逐步形成成熟的研究领域.
 

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热度不断上升,
 

学者们分别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方向、
 

运营模式、
 

编辑队伍建设等

多角度进行研究,
 

相关研究呈现出不断细化的趋势.

图1 2005-2021年关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研究文献发文量情况

图1显示近16年来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呈现出波浪形的变化趋势,
 

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

年发文量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数量的发展态势中可以看出,
 

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历程相关联,
 

虽

存在一定起伏,
 

但2013年后整体向好.
 

由此可见,
 

期刊数字出版与媒体融合政策同频共振,
 

期刊媒体融合

发展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而相关政策的制定又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提供方向.
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颁布对于期刊发展方向有较大的引导作用,

 

即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围绕不

同政策出现起伏.
 

2006年,
 

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
 

特别指出“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

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共存的现代出版产业转变”[7].
 

2019年是一个发文量的最高峰值(108
篇),

 

结合时间节点来看,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处于一个活跃期,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

展”[8].
 

2019年11月《科技部关于批准建设媒体融合与传播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发布[9].
 

2020年

9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0],
 

该文件提出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推动”“融合”到“加快推进”“深度融合”可见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和进步.
 

2020-2021年,
 

从发文量下降趋势可知,
 

期刊媒体融合达到一个成熟阶段,
 

而后各界学者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发文

数量虽有减少,
 

但质量和深度在不断提高,
 

研究领域进入了新阶段,
 

转而从创新发展、
 

新模式等角度进行

深层次研究.
2.2 核心作者分析

推动学科领域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大批科研人员,
 

核心作者又是推动期刊发展的主要力量.
 

为了从整体

上更好地了解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研究力量及研究走向,
 

本文利用作者发文篇数和被引频次准确地测

定出作者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贡献力.
作者发文量与被引频次是测定核心作者的两个基本指标,

 

按照普赖斯定律,
 

发文量数据客观、
 

容易获

取且能直观反映作者的学术活跃度;
 

被引频次代表相关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水平,
 

与作者影响力呈正相关关

系[11].
 

此次研究统计出作者(含合作作者)
 

发文量最多的为13篇(NPmax 为最高产作者发文量),
 

依据文献

计量学中普赖斯定律的计算公式进行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累积最低发文量统计为:

MP ≈0.749× NPmax =0.749× 13≈2.7 (1)

  取整选择发表3篇或3篇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核心作者候选人.
 

2005-2021年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作者发文被引频次最高为397次(NCmax 为发文被引最高频次),
 

借鉴普赖斯定律确

定出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累积最低被引频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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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0.749× NCmax =0.749× 397≈14.92 (2)

  即发文累积最低被引15次或
 

15次以上的作者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核心作者候选人.
 

对符合以

上其中一个标准的作者进行统计.
 

核心作者候选人为
 

171位,
 

这些核心作者候选人共计发文441篇,
 

本文

综合以上两个指标来测定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核心作者.
 

发文指标:
 

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指数.
 

其

中,
 

发文平均数为所有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平均值[12],
 

发文平均指数X=441/171≈2.579.
 

被引指标:
 

核心作者候选人发文被引指数,
 

被引频次共为9
 

290次.
 

Y=9
 

290/171≈54.327,
 

即为核心作者发文被引平

均数.
 

在发文量与被引频次不一定成正比的情况下,
 

运用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两个指标对核心作者进行测评

时,
 

应同时考虑作者的发文数量和质量,
 

赋予两者同样重要的评价权重.
 

为此,
 

本文将发文量和被引频次

权重值分别定为
 

0.5
 

和
 

0.5,
 

按以下方法计算每个核心作者候选人的综合指数[13]:
计算被引频次入选标准的方法相同.

 

公式为:

zi=
Xi

X
×100  ×0.5+

Yi

Y
×100  ×0.5 (3)

式(3)中Xi 表示发文量最多的13篇,
 

Yi 表示作者发文被引频次累积最高397次.
 

最终得到综合指数大于

100的作者如表1所示.
表1 综合指数法测定的2005-2021年核心作者(共计53位)

序号 作者(工作单位) 综合指数 序号 作者(工作单位) 综合指数

1 郭雨梅(《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617.416 28 蔡宗模(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编辑部) 161.302

2 赵文义(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549.310 29 王子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55.099

3 郭晓亮(《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535.324 30 陈晓峰(《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社) 151.178

4 吉海涛(《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459.736 31 魏均民(《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147.556

5 程维红(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389.609 32 李鹏(《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新媒体部) 136.452

6 任胜利(《中国科学》杂志社) 389.609 33 冀芳(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136.392

7 王应宽(《农业工程学报》编辑部) 380.405 34 张夏恒(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 135.472

8 方梅(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361.018 35 杨蕾(《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 134.611

9 刘冰(《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新媒体部) 352.915 36 俞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传媒集团) 134.611

10 张艳萍(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326.965 37 颜帅(清华大学出版社) 126.388

11 张璐(《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324.324 38 陈晓堂(《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126.328

12 周华清(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306.897 39 李艳(《常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121.666

13 沈锡宾(《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298.614 40 刘红霞(《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120.806

14 汪新红(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274.565 41 李静(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117.9850

15 张海生(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 257.198 42 李小燕(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116.1443

16 路文如(《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 252.356 43 田欣(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116.1443

17 严谨(《中国科学》杂志社) 252.356 44 王晓晨(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116.14433

18 冷怀明(《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 245.974 45 张蕾春(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116.1443

19 郭伟(《北华大学学报》编辑部) 241.552 46 郑军卫(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 116.1443

20 吴朝平(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编辑部) 230.448 47 陈建华(江苏大学杂志社) 114.3036

21 景勇(《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222.105 48 吴锋(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报刊发行研究所) 110.682

22 朱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215.602 49 李祖平(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103.379

23 游滨(重庆大学期刊社) 188.972 50 蔡斐(北航文化传媒集团《航空学报》编辑部) 103.2594

24 杨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188.232 51 刘静(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 103.259

25 闫其涛(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179.649 52 肖宏(《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103.139

26 宋启凡(测绘出版社有限公司) 178.1077 53 王丹(《仿生工程学报》编辑部) 100.558

27 张伯海(中国作家协会) 162.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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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5-2021年间,
 

有53位作者综合指数排名靠前,
 

他们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均处于较高水平,
 

也

是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关注较早并有一定前瞻性的作者群体,
 

这些核心作者为期刊学术影响力和权威

性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也推动了期刊媒体融合领域的发展.
在表1中显示出一批该研究领域优秀的学者,

 

如郭雨梅、
 

赵文义、
 

郭晓亮、
 

吉海涛、
 

程维红、
 

任胜利、
 

王应亮、
 

方梅、
 

刘冰、
 

张艳萍等.

2.3 关键词分析

图2是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关键词共线图谱,
 

其中节点处(圆圈)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字体大小则代表了关键词自身的中心度(Centrality),
 

节点间的连线代表相互关联,
 

连线粗细代表关联程度

大小.
 

为了更为明晰地展示期刊媒体融合的共线情况,
 

本文对关键词进行了适当裁切.
 

①
 

删除部分冗余关

键词;
 

②
 

剔除中心度为0的关键词;
 

③
 

剔除图谱中的分散节点,
 

以便能凸显研究内容的变化.
由图2可知,

 

“媒体融合”“数字出版”所对应的圆形面积最大,
 

显示本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与此次研究内

容一致;
 

其余圆形或字体较大的关键词围绕该主题进行延展.
 

“新媒体”“数字化”“优先数字出版”“数字出

版平台”“互联网思维”等是期刊融媒体发展的方式和路径;
 

“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科普期刊”“编辑”等是

研究的主体对象;
 

“内容为王”“知识服务”“数字化转型”等代表了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和内容;
 

“盈利

模式”“发展模式”等对现存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出现的问题和改善路径进行了分析.
 

虽然,
 

目前我国期刊媒

体融合发展研究数量相对较少,
 

但研究主题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
 

涵盖的主题较为广泛,
 

鉴于我国期刊媒

体融合发展研究的历史较短,
 

达到这种研究状况已属不易.
 

本文借助可视化分析发现,
 

网络整体密度为

0.005
 

5,
 

关键词共线网络结构紧密、
 

密度较高,
 

表明研究主体间的关联性显著.

图2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关键词共线图谱

2.4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趋势

热点研究具有很强的时间性,
 

它的热度可长可短,
 

根据研究热点的变化发展可发现其规律,
 

进而总结

研究趋势.
 

在Citespace软件中,
 

关键词的突现率是利用其在某一时段内出现频次的变化率来测定衰落或者

兴起的情况.
 

突现强度高的关键词也叫突现词.
 

结合突现词的相关信息,
 

可以发现研究主题的变化和最新

趋势.
 

本文设定突现词时限为2005-2021年,
 

对期刊媒体融合的关键词做进一步检测,
 

最后取得前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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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现词.
 

从图2中可知,
 

“数字出版”是强度最高的高频词,
 

“融合出版”“知识服务”近几年来研究度较高.
 

因此,
 

关键词的演变情况将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未来的趋势提供判定依据.

2.4.1 主题演化变迁情况分析

某一学科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往往被视为该学科领域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时区图谱不仅能够呈现某一领

域的研究主题,
 

而且还能直观地展示该领域不同时段的热点、
 

主题的转换及主题间的承接[14].
 

图3展示了

2005-2021年来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热点变化情况,
 

通过观察图中信息,
 

可以发现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

究呈现出以下演进脉络.

2007-2009年数字出版、
 

媒体融合、
 

科技期刊、
 

学术期刊、
 

数字化出版、
 

数字出版平台概念出现并产

生较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较为宏观,
 

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讨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
 

进一步文献研

读获知,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最早开始于数字出版概念、
 

数字出版技术、
 

数字出版运营模式等方面,
 

学

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研究设想,
 

强化了理论层面的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主题的出现既是相关政策引导,

 

也是期刊自身发展的需要.
 

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

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了“要发展数字出版产业,
 

加快传统出版发行业向现代出版发行业的转换,
 

积极发

展电子书、
 

手机报刊、
 

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7].
 

基于此,
 

各传统媒体开始建立相关创新机制,
 

期刊数字

出版逐渐受到期刊管理者、
 

研究者的关注.
 

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到“把发展数字出版、
 

电子阅读

提上重要日程”,
 

还提出要“加强数字技术、
 

数字内容、
 

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
 

加快关键技术设备改

造更新”[15].
 

这一政策的颁布对后续技术的提升做了铺垫.

2010-2011年迎来了期刊媒体融合的内涵发展时期,
 

2010年1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

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16]更加明确地对电子阅读器的发展表示支持,
 

强调对电子阅读器等出版新载体

的技术开发、
 

应用及对网络出版版权提高保护水平.
 

2010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

见》[17]颁布,
 

指出要推动电子书产业的发展,
 

并以此带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最终促进传统出版产业的数

字化转型.
 

其中,
 

还提出了要搭建电子书内容资源投送平台.
 

随着这一政策的颁布,
 

期刊界提出了“优先数

字出版”新概念,
 

为数字出版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服务.
 

与此同时,
 

期刊盈利模式也受到广泛关注.

图3 2005-2021年来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热点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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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1年是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多元深化发展期,
 

这一阶段期刊数字出版研究主题更趋多样性与

深层性,
 

逐渐从关注宏观概念理论层面转向兼顾中、
 

微观层面,
 

且注重不同层面研究的互动.
 

传统媒体数

字化、
 

全媒体融合、
 

新兴媒体、
 

新媒体、
 

微信公众号、
 

媒体融合发展概念相继提出.
 

2014年8月《关于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通过[18],
 

该意见强化了互联网思维,
 

提出要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

导向,
 

坚持统筹协调,
 

坚持创新和一体化发展,
 

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
 

在这一意见指引下,
 

“媒体融合”

“互联网思维”这类关键词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
 

2015年3月《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发布[19],
 

明确了对相关法律法规修制,
 

加快相关法律出台.
 

2017年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

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0],
 

其中提到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扶持重点主流媒体创新思路,
 

推动融合

发展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
 

形成新型的传播模式.
 

2019年11月《关于批准建设媒体融合与传播等4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9]发布,
 

预示着国家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提供了先进科研装备的创新基

地.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0],
 

提出要

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推动”“融合”到“加快推进”“深度融合”,
 

可见期

刊媒体融合的发展路径.

2.4.2 突现词

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创新发展的影响下,
 

期刊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了数字化和数字出版;
 

随着网络技

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
 

期刊出版方式和形态继续转向刊网融合,
 

为期刊实现网络化、
 

互动化和全媒体化

创造了条件.
 

黄传武[21]认为在当今媒介融合趋势下,
 

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信息平台和资源优势的前提

下,
 

通过传统媒体介入,
 

整合新兴网络媒体是其必然选择.
 

作者分析了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强大冲

击,
 

特别是研究了传统媒体在新媒体下的受众分流和广告分流,
 

强化了报网融合的意义,
 

认为报网融合

是媒体经济新的增长点.

2008年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
 

开启了期刊出版模式、
 

营销模式、
 

盈利模式的改变,
 

期刊获得了更加自

由的发展,
 

张伯海[22]认为期刊发展新阶段的特质是:
 

传统期刊与网络期刊磁性地融合,
 

并产生磁性的市场

吸着力.
 

2008-2014年数字出版突现强度非常高,
 

围绕数字出版相关概念、
 

出版新模式、
 

传统出版向数字

出版转型的对策建议、
 

数字出版产业链等进行了相关研究,
 

数字出版平台成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传

播介质.
 

此外,
 

2010年优先数字出版理念引入我国,
 

CNKI
 

推出优先数字出版平台,
 

国内编辑开始重视优

先数字出版,
 

可以说2010年是中国优先数字出版,
 

从理论到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3].
 

汪新红[3]认

为优先数字出版是提高学术期刊出版速度的一种新模式.
 

我国期刊出版与国外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出版时滞

上,
 

从优先数字出版这种新模式出发,
 

它将是缩短期刊出版时滞的金钥匙.
从表2中可以看出,

 

2018年起融合出版、
 

知识化服务、
 

可视化的热点研究趋于热门并具有延续性.
沈锡宾等[24]指出我国科技期刊融合出版尚处于初级阶段,

 

知识服务投入较低、
 

知识产品形态和服务形

式单一、
 

知识服务收入占比偏低,
 

说明融合出版和知识服务有较强的探讨性,
 

会成为未来新的研究方向.
 

李弘[25]认为基于知识服务的出版融合研究将逐步成为专业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方向之一.
 

知识服务的

概念在国外主要由技术公司主导,
 

出版单位的应用也主要集中在数据库服务中,
 

说明知识服务主要是通过

相关技术,
 

利用融媒体平台转换后为读者提供数据,
 

由此到达更好、
 

更深层次的知识化服务.
 

王勇安等[26]

则认为知识生产是融合发展的基础,
 

期刊需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传播优势,
 

努力服

务互联网状态下的文化选择、
 

知识生产和社会阅读,
 

实现浴火重生式的角色转换.
 

随着媒体融合的技术进

步,
 

研究领域更加细化,
 

精准推送的概念也进入期刊界的视野.
 

陈晓峰等[27]指出,
 

当前学术期刊存在知识

服务模式单一、
 

用户主体不突出、
 

经济效益不显著等难题,
 

要实现用户知识的高效共享与变现、
 

编辑功能

的回归与期刊价值再挖掘,
 

学术期刊应改革发展理念,
 

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
 

通过精准知识服务实现期刊、
 

编辑、
 

作者、
 

读者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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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5-2021年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的突现词

排名前20的突现词

关键词 影响力 开始年份 截止年份

1 数字出版 19.95 2008 2014

2 数字出版平台 7.01 2008 2014

3 数字化出版 3.4 2008 2013

4 印刷版期刊 1.75 2008 2015

5 优先数字出版 5.93 2010 2016

6 盈利模式 2.52 2010 2013

7 出版时滞 2.17 2010 2016

8 期刊 2.09 2010 2013

9 期刊业 1.95 2010 2016

10 版权保护 2.18 2012 2014

11 传统媒体 3.43 2014 2017

12 建议 1.61 2014 2015

13 发展模式 1.65 2015 2017

14 大数据 1.85 2016 2017

15 创新 1.76 2017 2018

16 趋势 1.76 2017 2018

17 微信公众号 2.11 2018 2019

18 融合出版 1.64 2018 2021

19 知识化服务 2.58 2019 2021

20 可视化 1.61 2019 2021

3 结论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态势进行梳理,
 

进而对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

究的热点、
 

核心成果和趋势走向进行分析.
 

目前,
 

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领域已具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且热点频出,
 

但系统性和有效性的研究体系还有待增强.
 

①
 

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较为单一,
 

只注重出版模

式、
 

数字化出版平台、
 

技术支持及传播方式等相关的技术研究,
 

而忽视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主观意识方

面的问题,
 

如期刊媒体融合对作者认知的影响、
 

编辑的心理变化、
 

期刊融合出版伦理道德、
 

版权等.
 

利用跨

学科的视角、
 

方法以及团队合作来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期刊媒体融合问题较少,
 

难以突破现有学科壁垒.
 

在高被引文献中,
 

基础理论研究数量较少.
 

②
 

研究多关注出版模式、
 

出版平台、
 

盈利模式、
 

数字出版技术、
 

学术期刊、
 

科技期刊等,
 

对媒体融合出版综合评价指标、
 

商业杂志期刊、
 

社会科学期刊及其他类期刊关注

较少.
 

由于获取数据资料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等原因,
 

不利于学者们科学、
 

系统、
 

深入地了解期刊媒体融

合发展这一新兴产业现象,
 

这也是研究对象出现偏倚的重要原因.
 

而从实用角度看,
 

期刊媒体融合是信息

时代发展的产物,
 

期刊界应该更好地开发和运用.
 

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下,
 

学界尤其应该加强对不同期刊

类型的系统研究,
 

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从长远来看,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仍是

一个探索与发展的过程,
 

未来需要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概念、
 

评价体系、
 

主客体、
 

类型等问题进行更多的

基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建议期刊研究学者和相关机构能更全面地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践、
 

技术与内容相

结合的方式,
 

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进行基础理论到真正内容形式的“融合”,
 

编辑和相关科研人员必须始终

保持互联网思维,
 

给读者和作者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达到更高效的知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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