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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Ｐｅ ｅｒ

Ｊ
作 为 一种 网络 出 版的 新模式

，

其 内 容 包括终 身 免 收论文发表 费 的作者会 员 制 、
鼓励公 开责任编 辑

和 同行评 审专 家姓名 和评 审 内 容 、
缩短发表 周 期 、

影 响力 提升策略
、
基于 网络 的 文章层 次 的 评价指 标

，

以及论 文预

印服务等
，

总 结这一 出版新模式 的成 功经 验
，

对 于克服我 国 ＯＡ 出版 办刊 模式存在的弊 端
，

完善我 国 学术期刊 ＯＡ

出 版具有很好的借鉴作 用
。

关 键词
：

开放存取 网络 出 版ＰｅｅｒＪ 同 行评议

期 刊 开放存 取 （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 网络 出 版 的 出 现

，
会员 费有 9 9 、

1 9 9 、
2 9 9 美元三种等级 ， 其 中

，
交纳 9 9

颠覆了传统的期 刊出 版模式
，
让新的科技成果能免费供美元的 会员

一年可 发表一篇论文
；

交纳 丨 9 9 美元的会

学者学 习研究 。 然而
，

ＯＡ 出版存在
一

系列 问题
：
高 昂员费每年可发表两 篇论文

；

如果想无限制 地发表论文
，

的论文发表费
，

出 版周期偏长
，

如 ＰＬｏ Ｓ ＯＮＥ 平均 出 版则需交 2 9 9 美元的会员 费 ［
2
】

。 作者可根据 自 身的需求选

周期是 2
—

3 个月 、 评审人的身份
、
评审 的 内 容不公择不 同 的会员 级 别 。 9 9一 2 9 9 美元对于大部 分作 者来

开导致审稿过程不透明等 亟需得到解决 。说
，
是 可接受 的价格 。 这种 价格无论是与传统 的 出 版

2 0 1 2 年 6 月
，

ＰＬｏＳＯＮＥ 的前主编 Ｐｅｔｅ ｒＢ ｉｎｆｉｅ ｌｄ 和物
，

还是与其他的 ＯＡ 出 版论文发表价格相 比
，
都体现

在线社交学术平 台 Ｍ ｅｎｄｅｌｅ
ｙ
的前首席执行官 Ｊａｓｏｎ Ｈｏｙ

ｔ了极大的优势
；
不仅第

一

作者是会员
，

所有署名 的作者

创办了ＰｅｅｒＪ 期 刊 ？ 采取了新 的 出 版模式
，

不到两年 都必须注册 会员
，

以作者 引进作者策略扩大会员 的 数

便 成 为 ＰＬｏＳＯＮＥ 强 有 力 的 竞争 对 手 。 2 0 1 3 年 9 月 量
，
保证了ＰｅｅｒＪ 的办刊经费来源足 以维持运营

，
并且

ＰｅｅｒＪ 被英 国 ＡＬＰＳＰ （Ａｓｓｏｃ ｉａ 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ｆｅ ｓ
－还能赢利

；

ＰｅｅｒＪ 还尝试与研究机构 （如 图 书馆 ） 等合

ｓ ｉ ｏｎａｌＳｏｃ ｉｅ ｔｙ
Ｐｕｂｌ ｉｓｈｅｄ ）

评为最具创新出 版奖 。 作
，
来推动和 办 大其 ＯＡ 出 版会员数量 。 研允机构通过

－

、 ＰｅｅｒＪ 行 内部分配帐号
；

或通过为机构科研人员预支付会员 费

1 ． 实行个人 会员制 度
，

不收论文发表费的方式
， 为科研人员提供以合理价格发表论文的 机会 ，

Ｐｅｅ ｒＪ 对发表论文的读者实行会员 制 ，

但不收任何这种营销 方式给 ＰｅｅｒＪ 带来 了会员数量的增加
，
达 到双

论文发表费 。

一旦成为 ＰｅｅｒＪ 的会员
，
每年就需要按照赢的效果 。

会 员 制度 履行一 定 的 义 务
，

每 年 至少对 其预 印 服 务 2
．
促进办刊公开透明

，
提高 ＰｅｅｒＪ 的 审稿效率

ＰｒｅＰｒｉｎ ｔｓ 的论文发表评论或评审至少一篇文章后
，
作者针对大部分 ＯＡ 出版不公开编辑档案的情况

，

Ｐｅｅ ｒＪ

便可终身免费发表论文 。 惠 誉 （Ｆ ｉｎｃｈ ）
对 当前 ＯＡ 出打破 了 0 Ａ 出版 中 隐晦 、 神秘的 同行审议过程 。

一方面

版的论文处理费进行调查
，
结果显示 平均每篇论文 的鼓励评审 者对作者公开身份

，

另
一方面 由作者 自 主决定

ＡＰＦ 是 2 4 0 0
—

3 2 5 0 美元 。 这种现象阻碍了科研 的发展
，

是否将同行评议 的 内 容连 同正文一起公开发表 。 在论文

使本来是应该是科研
“ 促进者

”

的期刊 变 成了 科研 的的整个评审过程 中
，
同行评议的评审专家姓名 、

评审意

“

敌人
”

。 ＰｅｅｒＪ 仅对作者收
一次性 人会的会员 费

，

可选见
、
作者 回复信件以及编辑审稿意见也

一起在线对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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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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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 首先
，
增加 了稿件评审过程 中者放心地将论文草稿在网上公开分享

，

有利于科研的快

的透 明度
，
不留任何死角

；
其次 ，

要求编辑和 同行评议速传播
；

所有提交到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的论文 由 Ｉｍｐａｃ
ｔＳｔｏｒｙ 使

专家认真对待作者的稿件 ，
由于对文章 内容 的审稿意见用 ａｌ ｔｍ ｅｔｒ ｉｃ ｓ（替代度量 ） 对其影响力进行跟踪 。 第 二

，

无论是否 中肯都能在线获得 ，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编引 人基于网 络 的单篇文章影 响 因子评价方法 。 以 ＰＬｏＳ

辑和评审专家的责任感
；

第三
，

赋予读者参与 和监督评ＯＮＥ 为代表 的 ＯＡ 期刊都使用基于期 刊的影响 因子评价

审 的权利
，

作者可选择公开发表评审过程 中 的 评议 内体系
，

影响因子高的期刊来稿量 巨大
，
能录用的稿件却

容
，
这能起到监督作用 。如凤毛麟角

，
这导致越高端的期 刊变得越高端 ，

一些好

针对 ＯＡ 期 刊 出 版效率低的 问题
，

ＰｅｅｒＪ 厉行稿件的文章无法在高端期 刊发表
，
得不到重视

，
也忽 略了学

快速评审 的策略 。 首先
，

所提交 的文章 由 ＰｅｅｒＪ 指定
一 术论文 的本质是论文本身的影响力

，

而并非是期刊 的影

个享有学术盛誉的学术编辑进行初 审
，
高效并且公正

；

响 力 。 ＰｅｅｒＪ 尝试使用基 于 网 络 的文章 层次 评价指 标

接着
，

由 学术编辑将稿 件送给两个 审稿人进 ｆＴ问 行评ＡＬＭ（ ａｒｔ ｉ ｃ ｌｅｌ ｅｖｅ ｌｍｅｔｒｅｓ ）
，

即 ａｌｔｍｅ ｔｒｉｃ ｓ
，

米用基于 互

议
， 专家快速地给 出详细 、 有价值 的评审意见 。

ＰｅｅｒＪ联网 的行为评价
，

如文章被浏览 、
引用

，

转载
、 转发 、

要求 审稿专家在 1 0 到 1 5 天 内 完成审稿
，

并在系统中 设评论
、
在线图书馆收录等

，

结合各个评价的权重
，

计算

置 了期限
，
当专家审稿超过这个期 限仍没有完成任务

，出文章 的影响力 。

系统便每天发邮件提醒审稿人 。 论文最终得到评审通过—

，

ｗ—
 ／ａ 3 ／，

一

、
ＰｅｅｒＪ 的 出版模式对我 国 ＯＡ 期刊 的启不

之后
，

ＰｅｅｒＪ 发给作者 ＰＤＦ 校样
，

作者对校样进行修改

之后重新发 回给 ＰｅｅｒＪ
，
不到数 日 时间

，

ＰｅｅｒＪ 就发回 给 1 ． 国 内 ＯＡ 出 版现状及弊端

作 者第二 次校样 。 论文从投稿 到发表
，
平均 的时 间是我 国学术期 刊 的 开放存取 出 版 已 经初显成效

，
其

5 

—

1 0 个星期
，
大大缩短 了论文发表的周期 。中

，
大学学报和研究所及学会主办的专业期刊 占绝大多

3 ． 加 强 文章检索 服 务 ，
引 入科学的 影响 因子评 价数

，
还有一些网络出版电 子杂志

，
如 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

方法等
，
整体来说 ＯＡ 出版 尚处于起步阶段 。 其 中 ， 科协所

ＰｅｅｒＪ 非常重视其影响 力 提升战 略 。 第一 ，
加 强文属 的 ＯＡ 出版期刊 占科协所有期刊 的 2 9 ． 3％ ［

1

】

；

在中 国

章检索服务
，
保证所发表的文章能被世界上主要的 著名科学院主办的

“

中 国科技期 刊开放获取平 台
”

中
，
截至

索 引 系 统 检索 ， 如 Ｇｏｏｇ ｌｅＳｃｈｏ ｌａｒ
，Ｍ ｉｃｒｏ ｓｏｆｔＡｃａｄ ｅｍｉｃ 2 0 1 4 年 5 月 份

，
共收录 了 6 4 4 种 ＯＡ 期刊

，
其中

，
科技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Ｍ ｅｄ

，ＰｕｂＭｅｄ 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Ｓｃ ｏｐｕｓ 以及 ＡＣＳ 数据类的 ＯＡ 期刊共 5 9 4 种

，

占 9 2 ． 2％
，
社科类的 ＯＡ 期 刊

库等 。 Ｐｅｅ ｒＪ 对文章采用高质量的元数据做标注
，

并严共 4 4 种
，

占 8 ． 8％
，

综 合类 的 ＯＡ 期 刊 为 6 种
，

占

格按照行 内标准发布数据
，

在主页上提供精准的搜索和 0 ． 9％
，

可见社科类的 ＯＡ 期刊 出版还有待发展 。

浏览功能
；

文章的索 引有时间规定
，

一达到 索引 的 时间国 内 的 ＯＡ 期刊与非 ＯＡ 期 刊唯一不 同之处就是采

条件
，

Ｐｅｅ ｒＪ 就立 即提 出 索引 申 请
，
保证作 者文章 能最用某些方式公开其刊发的 文章

，

让读者免费获取
，
在 出

快地被检索到 。
第二

，

ＰｅｅｒＪ
—创刊就积极 加人各大权版方式 、 经费来源

、 审稿流程 、
期 刊 影响力提升等方

威标准 组织
，

在标准化上努力 。 例如 ，
加 人了Ｃｒｏｓｓ

－面
，
还是沿用非 ＯＡ 期刊 的办刊模式

，
在探索适合 ＯＡ

Ｒｅｆ
，

拥有 ＤＯ Ｉ（ Ｃｒｏ ｓｓＲｅｆ 是分发 Ｄ 0 Ｉ 的组织之一 ）
；

加的 办刊模式上进展缓慢
，
没有形成 一种有效 的 出版模

入 了 0 ＲＣ ＩＤ 组织
， 给每

一个作者都分配一个 唯一 的作式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者 Ｄ 0 Ｉ
，
避免同名 同姓以及其他 因素造成的纷扰

；

加 人（
1

）
在 出版方式上

，

沿用纸质期刊的模式
，

除 了 出

了 0 ＡＳＰＡ 组 织
，
扩 大 知 名 度

；

加 人 了ＣＬ 0 ＣＫＳＳ 、版纸质期刊外
，
其电子文档发布在与其协议合作的 出版

ＥＺＩＤ
，

保护作者论文草稿 的首发性
，

所有提交到 Ｐｅｅ ｒＪ商数据库里
，
与非 ＯＡ 期刊 不同的是

，

ＯＡ 期 刊在官方

的投稿系 统 ＰｒｅＰｒ ｉｎ ｔｓ 的论文都分配
一个永久的 、

唯一 主页上 、 或数个同类期刊联合 、
或在其参与 的 ＯＡ 组织

的 电子标识符
，
并正式使用 ＣＬ 0 ＣＫＳＳ 归 档 以得到永久平台上

，

发布其刊发的文章
，

免费供读者下载阅读 。

保存
，

保护作者论文在未正式发表前的著作权 ，
鼓励作 （

2
） 在办刊经费来源上 ，

大部分 的 ＯＡ 期刊 的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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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都来 自 于事业单位 的财政拨款 ，
能维护刊物的正常ＰｅｅｒＪ 分级会费 的方法 ，

对于解决办刊经费的来源 ，
有

办刊
；

除了财政拨款之外 ，

一些期刊为了得到更好的发
一定的借鉴作用

；

其会员制规定的会员 审稿 、 评论的义

展
，
采取收取论文发表费 ，

收取金额在 1 0 0 0
￣

5 0 0 0 元之务
，
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办刊经费欠缺的 问题 ，

这对改

间
，

这给作者带来了经济负担 ，
也不利于学术的传播 ＼制后的 ＯＡ 期 刊 出版具有参考价值 ；

除了对个人会员收

（ 3 ） 在审稿流程 中
， 大部分期刊并没有采取公开编费之外

，
可 以参考 ＰｅｅｒＪ 的

“

单位团购
”

会员 方式
，
为

辑档案的方式
，
导致人们对审稿过程是否公开 、

透明
、

一些科研机构提供会员 费打折价格
，
在增加会员数量的

科学等问题的质疑 ⑷
。情况下

，
达到增加办刊经费的 目 的

；

除此之外
，

在会员

（
4

） 在审稿周期上 ，
经历 了初审 、 外审 、 复审

、
终费还不 足 以维持办 刊经费 的情况下

，
也可 以结合 ＰｅｅｒＪ

审等环节
，
文章从投稿到拟录用要 1

一

2 个月
；

从录用的会员 制度
，
采取适当收取论文发表费的扩展方式

，
如

到正式发表要 3 

— 4 个月
，

在漫长的等待时间 里
，

由 于对加入会员 的作者
，
可分级收取较低的论文发表费

；

对

没有采用 Ｄ 0 Ｉ 等方式
，
使得文章无法更快地传送给读没有加人会员 的作者

，
其论文发表费相对收取较高

，

这

者阅读
，

失去时效性
，

有时甚至会失去首创性 。样既保证了 有会员费收人
，

又能收取论文发表费
；

既维

（ 5 ） 在影响力的 提升上 ，
大部分期刊以进人

“

核心持了办刊所必要的经费
，
又不会对作者经济造成较大的

期刊
”

为 目 标
，

对于
“

人核
”

的期刊
，

在影响力 的提升负担 。

上固然有利
，

然而
，

对于
“

人核
”

无望的期刊
，

无论对（ 3 ） 在审稿流程上
，

一方面
，

无论是传统期刊
，

还

期刊 、 编辑都会造成消极 的影响 在没有其他提升影是 ＯＡ 出版期刊
，
都没有将审稿过程的评审者身份 以及

响力途径的情况下
，

不利于期刊 的发展 。 国 内的 ＯＡ 网审稿意见公开
，
作 者看 到 的审稿意见也仅是其 中

一

部

络出 版科技期刊 ， 如 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 ， 其录用的文章分 。 这种现象导致
一些编辑人员初审或复审时 ，

对作者

并没有分配
一个 Ｄ 0 Ｉ 号

，

也没有 ＩＳＳＮ 号
，

只有精华文的审稿意见仅仅是
“

不符合本刊的选题
”

之类的简单语

章 才能被收录到 电 子杂志 《 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言 ，
没有给出具体审稿意见

；
同样 ，

一些评审专家审稿

文 》 ，
该 电 子杂 志才拥有 ＩＳＳＮ 和 ＣＮ 号 。

一些 ＯＡ 期意见也仅以
一两句带过

，

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

刊
，

拥有 ＩＳＳＮ 号
，
但没有 申请 Ｄ 0 Ｉ 号 、 0 ＲＣ ＩＤ 号等 ，

这种情况对作者极不负责
，
编辑和审稿专家都没有受到

没有在标准化上与 国际接轨 。监督
，
为他们的评 审负 责 。 因此

，

Ｐｅｅ ｒＪ 的公开评审者

2 ．ＰｅｅｒＪ 网络出版模式对我国 ＯＡ 期 刊的启发身份和评审意见 ，
对国 内 的期刊来说 ， 是个 良好 的借

虽然我 国 ＯＡ 网络出版由 自 身的办刊环境决定 ，
无鉴

，
有利 于提高期刊的质量和树立期刊的公开 、 公正 、

法完全照搬 Ｐｅ ｅｒＪ 的 出版模式
，
但 ＰｅｅｒＪ 的出 版模式 中

，
透明 的形象 【

4
］

。 另
一方面

，
国 内 的 ＯＡ 期刊对

“

外审
”

，

有一些借得我们借鉴 。也即
“

专家评议
”

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
对外审专家的

（ 1 ）
在 出版方式上

，

Ｐｅｅ ｒＪ 已经采取 了 网络 出版方筛选并没有像 ＰｅｅｒＪ 那样严格
，
ＰｅｅｒＪ 的 8 0 0 位审稿专家

式
，
即没有纸质印刷品 。 这种模式节省了 印刷经费

，
其中有 5 位 曾获诺贝 尔奖

，

这足以说明 ＰｅｅｒＪ 对审稿专家

发行方式也是采取公开获取和数据库出版的方式 。 在国的重视 。

内
，

纸质印刷和发行不仅在办刊业务经费 中 占有较大的（ 4 ） 在审稿周期上
，

“

三审
”

加
“

外审
”

的制度
，

比例
，
而且其出 版效率不高

，

阻碍了 学术期刊的快速传层层审核
，
保证 了刊发文章 的质量

，

然而每多
一

个审稿

播 。 因此
，

国 内 的 ＯＡ 期刊 出版可参考 ＰｅｅｒＪ 的 网络出的环节
，
审稿周期 就相对延长 。

因此
，
可 以学习 ＰｅｅｒＪ

版方式
，

顺应学术期刊传播的趋势
，

用网络 出版取代纸的实践方法
，

对每
一

个审稿环节都设定最长的审稿时间
，

质出版。对于每个环节中没有按时完成审稿任务的责任人
，

可在

（ 2 ） 在办刊经费上
，

随着非时政类期刊改革
，

学术考核评价中作为是否称职的参考依据
；
同样

，

对外审专

期刊将成为市场的主体 ， 走 向 自 负盈亏的经营之道 ，
这家来说 ，

也可作为下
一

聘任周期聘任的参考依据
；

另外 ，

对 中 国 刚刚起步的 ＯＡ 网络 出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

因ＰｅｅｒＪ 的在线审稿中
，
作者可从系统中查询到审稿周期期

此
，

我 国 期 刊 必须 未雨 绸 缪
，

探 索 办 刊 经 费来 源 。 限
，
这对审稿周期起到

一

种监督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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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在影响力 的提升上 ，
目前

，

由于漫长的审稿和到认 同 。
在网络时代

，
ＯＡ 出版趋向 于无纸出 版

，
Ｐｅｅ ｒＪ

等待发表的过程中 ，
文章无法早 日 与读者见面

，
出现 了作为成功的 电子期刊得到普遍 的认可

，
中国 ＯＡ 期刊界

时效性 、 首创性等问题 ，
阻碍了学术期刊的传播

，
这些可 以参考 ＰｅｅｒＪ 所 采取 的影 响 力 提 升策 略 ，

如 权威 索

问题没有得到 中 国 ＯＡ期 刊 的重视
；

可借鉴 Ｐｅｅ ｒＪ 的分弓 丨 、 基于文章层次的影响 因 子评价等方法 ，
才能转变人

配 ＤＯＩ 方式 ，
为每

一篇 已录用 的文章分配 一个全 球唯们对 ＯＡ 网络出 版的观念 。

一 的 Ｄ 0 Ｉ 号
，

方便将拟 录用 的 文章公 开
，
也可避 免

一

＝

稿多投 的情况发生
；
近来年 ，

在 万方 、 同方的带动下
，

二
、

一些 期刊加人了ＤＯ Ｉ 组织
，
为其 发表的每 一篇文章分总之

，

ＰｅｅｒＪ 的 经验 有 别于如 ＰＬｏＳＯＮＥ
，Ｅ ｌｓｅｖ ｉｅ ｒ

配 ＤＯＩ 号
，
如果将分 配 的 范围扩展到 拟录用 的 文章

，等 ＯＡ 出版期 刊
，

其创造 的会员 终身免发表 费 的模式对

就能解决学术期刊文章的时效性 、
首创性问题 ，

也可将处于期刊 改革 中 的 中 国 ＯＡ 期 刊 具有借鉴作用
；

Ｐｅｅ ｒＪ

文章在未正式发表时提前公开让读 者阅读 ，
这更 符合的其他提高办 刊效率

、
办刊 影 响力 等措施值得参考学

ＯＡ 出 版的 本质 。习 。 因此
，

中国 的学术期刊 ＯＡ 网络 出版要探索 自 身 的

除了Ｄ 0 Ｉ 之外
，
中 国 ＯＡ 期 刊要提升影响力

，
必须发展途径

，

吸取 ＰｅｅｒＪ 的办刊的精华
，

丰富 自 身办刊 的

打破对期 刊影响 因 子
、

ＳＣ Ｉ
、
Ｅ Ｉ

、
全 国 中文 核心期刊 、

经验
，
才能将 刊物办好 。

ＣＳＳＣ Ｉ 等的 祟拜 。 从期刊的 角度来说 ，
强调期刊 整体的参考文 献

影响 因子对非核心期刊的稿件来源 、 稿件质量造成严重⑴ 程 维 红 ’
任 胜 利 ． 中 国 科 技 期 刊 开 放 存 取 出 版 现状

［
Ｊ

］？

的影响 同
，
更不利 于 中 国 ＯＡ 期 刊 的发展

，
因此

，
中 国编辑 学 报

，
2 0 0 7

？
 1 9 （

3 ） ： 1 9 6
＂

1 9 8 －

ＯＡ 期刊可参考 ＰｅｅｒＪ 的基于 网络的单篇文章影响 因子评［

2
］ｗ ｉ

ｋ ｉ

Ｐ
ｅｄ

ｉ
ａＰｅｅ ｒＪ［ＥＢ／ 0 Ｌ

］ ． ［ 2 〇 丨 3
－

1
1＿ 丨 0

］
如中 ：／／％

价方法
，
打破 ＳＣ Ｉ 等以期 刊影响因子为评价标准的常规做

ｗ ＇ ｋ ＇

Ｐ
ｅｄ ｉａ

＾
ｗ ｉｋ

＾
Ｊ －

［
3

］
李 彬 ． 论 学 术 期 刊 困 境 的 形 成

丨
Ｊ

Ｉ ． 湖 南 城 市 学 院 学 报
，

法
，

有利于 回归学术的本质 ，
即以文章质量为评价标准 。

ｚＵ ｌＪ（
1

） 
：ｏ ｊ

－

ｏｙ ．

中 国 的网络 出 版电子杂志不被认同
，
而无纸化的 网［

4
］
谢 文 亮 ． 学 术 期 刊 开 放 编 辑 档 案 初 论

［
Ｊ

］
． 编 辑 之 友 ，

络 出版将是未来的趋势 。
以 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

由 2ｍ 4（ 5
）

； 5 2
－

5 4 ．

于没有纸质源刊
，
没有引 人权威索 引

、
论文评价等影响 ［

5
］
谢 文 亮 ． 高 校科 技 期 刊编 辑 职 业 疲 劳 成 因 分 析 及 其 对 策

力提升方法
，
再加上传统的 以期 刊为主的根深蒂固 的评［

Ｊ
］

． 中 国 科技 期 刊 研 究
， 2 0 1 4（ 5

）
： 6 7 5

－

6 7 8 ．

价方法
，
导致在 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上提交的论文无法得 （作 者单 位 ：

广 东财 经大 学 学报 嘉应 学 院 学报 ）

〈〈汤用 彤全集新编》 〈〈
中 国共产党 9 0 年史话 》

获 2 0 1 5 年国 家 出版基金资助

本 刊 讯 由 中 国 书籍 出 版社组织编辑 的
《
汤用术成就和思想贡献。 全书 由 汤用彤之子汤一介先生担

彤全集 新编 》 （
全十一卷 ） 、 《中 国共产党 9 0 年史任 主编

，
为汤一介先生生前倾情主编的最后

一部 书

话 》 两书经国 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 ，
分稿 。 《中 国共产党 9 0 年史话 》

由龙新 民 、 张静如 主

别获得 2 0 1 5 年 国家出版基金 的出 版资助 。编
，

按历史不同时期 的发展顺序
，

图文并茂 、
准确生

《
汤用彤全集新编 》

系我 国现 当代著名 学者 、 思动地展现了 中 国共产党 9 0 年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 。

想家 、
教育家汤用彤先生 中 文著述之集成 和汇编整两书 的出版

，
将对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产生积极

理
，
内容涉及 已 刊和未刊的汤用彤先生 的全部主要论影响

，
对主流思想传播和 传统学术创新具有指导和引

著和读书 札记 、 教学讲 义及 提纲 、 演讲提纲 、
信札领作用 。

等
，

全面
、
完整地反映 了汤用彤先生的研究历程 、

学 （
于建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