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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有色金属科技创新 促进有色金属工业发展 
——庆祝《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创刊 20 周年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理事长、《学报》编委会主任    康  义 

 
一、二十春秋精心耕耘，硕果累累，成就辉煌 

1991 年 10 月，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创办《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以便加

强学术交流，繁荣科学技术，促进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两个学报主要刊登与重、轻、

稀、贵等有色金属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科技成果，为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提

供学术交流和互动的高层次平台。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历经 20 年风雨洗礼，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

和办刊宗旨，遵循“高起点、高水平、高速度”的办刊思路，博采众长，在实践中积累经

验，在探索中力求发展。在准确定位、突出学科特色的同时，注重优质稿件、审稿专家

和编辑资源、数字化出版三大平台的建设和杰出人才的培养，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出版水

平，扩大期刊的品牌效应。尤其是，近年来《学报》紧密联系办刊实际，加强国际交流

与合作，为提高我国有色金属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年精心耕耘，硕果累累；二十年艰辛开拓，成就辉煌。《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中、英文版曾先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双百期刊”，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优秀科技期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全国有色金属行业优秀科技期刊”，

中国期刊协会“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百种杰出学术

期刊”，湖南省“十佳科技期刊”、“首届最有影响力科技期刊”等多种荣誉，各项期刊评价

指标位居同类期刊前列，已成为国内材料科学和冶金工程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精品学术

期刊，不愧为我国有色金属研究领域科技期刊的排头兵。 

 

二、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引领科研，培养人才 

一）科技期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

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明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到 2020 年，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科技期刊与科研工作密不可分，是了解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窗口。一个国

家科技水平的进步、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都离不开科技期刊的大

力发展。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科技创新能力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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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贡献大小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一个国家拥有高质量学术刊物的数量可以反映出

其科技创新能力。 

二）高质量科技期刊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科技信息收集是开展科研工作、实现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查阅科技期刊是获

取最新科技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办好科技期刊是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

环节。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办好高水平科技期刊，搞好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科

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 

三）高质量科技期刊是科学家成长的摇篮 

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评价一个人或一个学术机构的重要指标，受到社

会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通过对高质量科技期刊主流作者的关注可以发现和培养人才，

通过对主流作者发表论文的状态可以判断其对科学的认知和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及水

平，这是客观学术评价的基础。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创刊 20 年来，发表了近万篇关于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高水平论文，密切关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的相关

研究领域，始终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科技创新

与技术进步，加强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有色金属科技人才，促进

了有色金属学科建设。 

 

三、有色金属工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保障稿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头十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技

术装备水平优化升级，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提高，在国际同业中地位和影响力日趋增

强。目前，已成为世界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和消费大国。 

一）21 世纪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成就辉煌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主要有：生产持续快速

增长；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上升；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攀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大幅增长；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境外资源开发取得重大突

破；企业兼并重组取得明显进展；企业直接融资成效明显；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成效显

著。 

二）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发展展望 

“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有色金属工

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

严峻挑战。 

“十二五”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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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为支撑，以推动产业结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提高资源保

障能力为重点，立足国内需求，积极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产业

发展建立在创新驱动、资源保障、环境友好、内生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有色金属工业强国奠定基础。 

主要目标是：“十二五”期间，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以上，产业发展质

量和效益明显改善；按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资源综合利用和

废旧资源回收再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突破新材料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满足战略性新兴产

业及国家重大工程需求；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单位产品能耗进

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防控；积极推动境外资源开发，进一步增强资源保障程

度。 

主要任务是： 

（一）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新材料；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积极推进企业联合重组。 

（二）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加快资源基地建设；积极推进现有矿山新一轮找矿；大

力开发境外矿产资源。 

（三）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改造；加强标准化建设。 

（四）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决定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只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才能产生高

水平的科技成果和科研论文，才能办成高水平的科技期刊。新时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对有色金属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

于开展相关研究与开发，必将产生更多的高水平科技成果，从而对有色金属行业科技期

刊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为《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的持续、快速发展

提供可靠的优质稿件来源。而《学报》则通过发表大量优秀论文，搭建学者之间的高层

次交流和互动的平台，推动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从而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达到节能减

排目的，促进有色金属工业科学发展。 

 

四、数字化出版方兴未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随着数字印刷技术及网络传播与交流的快速发展，科技期刊的采编、生产、传播、

阅读等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出版正在向数字出版过渡。这种过渡不仅改变了传

统科技期刊业的服务模式，促进了内容提供者与技术商之间的链接与整合，而且有效地

扩大了科技期刊的用户群体，提高了科技期刊的使用率，为我国科技期刊业的发展带来

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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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是为学术研究和交流服务的，它们从印刷走向网络，使期刊的发展走到了

历史的转折点。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学术期刊大都完成了从纸本出版为中心向以网络出

版为中心的转型。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国际学术编辑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做好我们

的编辑出版工作。 

一）编辑出版要适应数字环境的要求。相当多的作者和读者在运用网络进行文献查

询，有些专业甚至在网络上开展研究或执行研究的部分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尽快

使纸质型学术期刊向网络版等数字形态的学术期刊转变。 

二）要加强期刊的品牌建设。品牌建设是期刊的内容质量、编辑出版质量、服务质

量的重要标志。要树立品牌意识、服务意识，要方便作者在线投稿，满足专家在线审稿

等需求。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应立足于现有的网络化、数字化出版基础，面对

数字化出版的挑战，抓住机遇，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自建的中、英文网站，以及其他国

内全文数据库和国内外检索系统，进一步建设好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提高论文的使用

价值；尽最大可能方便作者投稿、专家审稿和作者获取信息。 

 

五、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推动期刊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

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

思想性、战略性和实践性，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总纲领。《决定》指出，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把发展文化

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推动期刊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作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领衔科技期刊，肩负着

传播有色金属工业科技成果、加强有色金属学术交流、培养有色科技人才、促进有色金

属学科建设的重要责任。因此，希望编辑部同志务必认真学习、深入研究中央文化体制

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以改革创新精神，努力

探索适合《学报》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的最佳办刊模式。希望编辑部全体同志继续努

力，再接再厉，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动态，跟踪国际期刊发展趋势，加强数字化出版研究，

提高《学报》的国际化程度，密切与作者、读者和审稿专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高学

术、编辑和出版质量，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办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

学术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