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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校学报对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繁荣高校社会科学事业和培养学术新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

贡献#但是也存在着缺乏特色&千刊一面&发行量小&发展受限等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同性

及管理体制上的整齐划一性&高校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的量化标准&编辑部人员缺乏创新精神等方面%立足高校是实

现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高校学报应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形成特色栏目#加强专题研究避免泛综合化的路子#

提升编辑学术修养#以实现高校学报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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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为了充分发挥高校学报在推动社会发展# 繁荣高

校社会科学事业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在当前改革开放

不断深化的趋势下$ 高校学报工作者也必须紧跟时代

的改革步伐$积极探索高校学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事

实上$近年来有关学报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其深度和广

度都有所拓展$如夏焕堂的&论制度创新与高校学报可

持续发展'

E%F从高校学报制度建设的角度论述其可持续

发展之路(尤炜祥的&论编辑的主体意识与高校学报的

可持续发展'

E&F

#李莉的&编辑策划)高校学报可持续发

展之亮点所在'

EGF等从学报编辑自身素质提高的角度对

学报的发展影响进行研究(而唐若兰的&论高校社科学

报特色栏目的设置'

ECF

#韦国友的&地方高校社科学报如

何打造特色栏目'

EHF等论文从如何打造学报特色栏目的

角度进行研究$总之$以上文章均是从影响高校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因素着手开展研究% 此外$谢荣国的&高校

学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分析'

EIF以提高我国高校学报的

学术质量为视角$ 对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

分析(而黄家瑜的&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E"F则从

影响高校学报发展的各个环节分别探讨$ 以期探讨学

报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笔者看来$制约我国高校学报发

展的因素很多$ 特别是如管理体制上的整齐划一性以

及科研评价机制的量化标准等非一时之功可以改进$

因此$在对前人观点进行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试

图通过对高校学报自身内环境的改善来探索高校学报

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即我国高校学报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应立足高校$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形成特色栏目(加

强专题研究$避免泛综合化的路子(关注博士生群体$

培养作者队伍(提升编辑学术修养$打造学者型的编辑

团队%

二$我国高校学报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高校学报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随着我国高校学报规模的不断壮大$其办

刊质量和特色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对推动我国社

会科学的发展# 繁荣高校社会科学事业和培养学术新

C$



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

到"高校学报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缺乏特色!千刊一面

高校学报多数是综合性学术期刊! 与专业性期刊

相比"综合类期刊在学科定位#栏目定位#读者定位#个

性形成等方面都较难形成" 需要编辑队伍在综合比较

自己学校优势的基础上长时期的摸索! 当前为数不少

的综合性学报虽然创刊时间不短"但由于定位不清"并

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刊物还停留在来什么稿用什么稿

的阶段"没有形成一定的问题意识#前沿意识和策划意

识!在栏目设置方面走的是泛综合化的路子"是各学科

的大拼盘"各栏目之间也只是简单的拼凑"并未体现出

一定的编辑特色! 这就使得发文量虽然大" 但专业分

散" 读者很难通过阅读来了解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和热

点问题"一些文章甚至就是低水平的重复!

"#发行量小!发展受限

高校学报由于受其自身专业性# 学术性及科学性

强等特点的限制"其印数大都不高! 如"胡敏中老师曾

抽取具有地区代表性和学科专业代表性的社科学报!"

家进行调查"发行量在#$$$$%$$$份的学报有%"家"占

&"'%发行量在#$$$份以下的学报有#(家"占"$'%理工

类大学的社会学报发行量一般都在#$$$份以下)*+

!由于

发行量直接关系到高校学报影响力的高低"因此"如此

低的高校学报发行量"严重地限制了高校学报的发展!

!二"制约高校学报发展的影响因素

众所周知"高校学报的发展"为推动学术创新#积

累传播学术文化#发现培养学术人才"开展国内外学术

交流"促进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为繁荣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

前高校学报的发展困境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这其

中既有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及科研评价机制的原因"同

时也离不开高校学报内的生态环境的影响" 笔者则以

此为切入点对制约我国高校社科学报发展的环境因素

进行分析!

!#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同性及管理体制上的整齐划

一性

高校学报顾名思义应立足于高校的整个生态环境

下"它发展的立足点应该是高校的优势!高校学报与学

术期刊相比"在功能和作用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处处

体现着一所高校的人文元素与科学涵养! 学校兴则学

报兴"学人强则学报强!学报的命运与学校的命运息息

相关"学报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根脉相连"学报的使命

与学校的使命是一致的!要办好学报"首先要真正地把

学报工作放进学校发展的大局之中" 让学报充分释放

对学科建设#学术科研和大学文化建设的辐射作用)#$+

!

然而目前大部分高校专业设置趋同"课程设置雷同)##+

"

如文学#历史#法律等专业基本各高校均有设置! 专业

趋同带来的是高校无特色#人才无特色"高等教育质量

整体水平不高!高校学报作为各高校的公共资源"各个

院系都希望能分&一杯羹'!因此"这就直接造成各高校

学报&大拼盘'式的栏目设置!

此外"由于各高校性质#培养目标的不同"必然表

现为学术水平层次的差异! 而我国高校学报一般在管

理体制上隶属于高校" 和高校其他职能部门一样由高

校财政统一拨款!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整齐划一性"使得

学报对高校具有极大的依附性"因此"为高校的科研服

务便成为学报的份内工作!而所谓的为高校科研服务"

其主要功用之一便是为本校教师发表论文提供园地"

且愈是层次低的高校就愈强调这一点!因此"学报的水

平便在某种程度上与所在高校的学术科研水平形成了

对应! 一般说来"专科层次高校(包含各类职业技术学

院#业余大学#成人大学#干部学院等)难以办出高水平

的学报"就是根源于此! 由于受到稿源等因素的限制"

刊物要想正常出版就只能降低要求" 这既浪费了国家

的财力物力人力"也对学术的发展有害无益"唯一的功

用是为本校教师晋升职称搭建了阶梯!

"#高校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的量化标准

教育部 #,,*年 &月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

法+第 %条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

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 是开

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 '从定位看"高校学报

本来是反映本校科研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 是展示学

校学术阵容和学术水平的窗口"是塑造学校形象#打造

学校品牌的重要传媒!但是"高校教师在发表自己高质

量的科研成果时" 往往会参考本校科研部门所规定的

晋升# 业绩考核等期刊发表文件"&以刊评文' 现象严

重! 如某高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定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为准" 在此基础上将核心期刊分为重要期刊和核心

期刊"其它期刊为一般期刊!对于在上述期刊发表的文

章在科研考核时分等级区别对待! 而这应该是目前大

部分高校科研考核的一个缩影! 高校学报尤其是非核

心的高校学报 (高校学报中的大部分) 的地位可想而

知! 稿源是期刊得以生存的关键"高质量稿件的流失"

无疑对于刚刚成长起来的高校学报来说可谓雪上加

霜! 因此"为了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转"许多编辑部只好

降低发稿要求!

$#编辑部人员缺乏创新精神

办刊者的创造精神是一个刊物生命力不竭的源

泉!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期刊'! 邹

韬奋特别指出,&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 非有创造

&#



的精神不可! "

!"#$但是由于编辑工作比较琐碎#其中文

字润色和校对是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环节# 每天周

旋于大量的来稿$筛稿$校稿当中#使许多编辑把编辑

工作局限在文字加工和纠错之中# 无暇于自己专业的

学习和研究#真正成为了%职业编辑"! 这里所说的%职

业编辑"是指没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科研成就#只能进

行文字加工和纠错的编辑人员!这类人看似%全通"#即

他可以编辑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论文#但由于没有自

己的专业特长#这种%全通"实质上是一窍不通!因为他

的编辑工作只局限在文字的加工和纠错上# 最多能提

出一些论文的重点和结构方面的意见# 而对于论文的

具体观点以及是否处于学术前沿# 就无法提出建设性

的意见#更奢谈创新!而高校学报的编辑工作是一种创

造性的学术工作#这就要求编辑人员既要%通"#又要

%专"! %通"是指在编辑业务素质方面#如在文字加工和

纠错上#在对学科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上#是学

术编辑人员的基本功! %专"是针对于编辑所负责栏目

的学科知识来说#是对编辑所学知识在深度上的要求!

对于学报的编辑人员来说#%通"才是入口#还必须%专"

和%精"#这才进入到学术编辑的精深之处#才能在工作

中充分发挥创新精神!

三!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分析

纵观上述我国高校学报的制约因素# 高校专业设

置趋同及管理体制的整齐划一性以及科研评价机制的

量化标准非一时之功可以改进# 但我们可以采取依托

高校优势学科形成特色栏目# 加强专题研究避免泛综

合化的路子#关注博士生群体培养作者队伍#提升编辑

学术修养等措施# 通过对学报内环境的改善来探索高

校学报可持续发展之路径!

!"立足高校!形成特色

高校学报与本校学科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一方面#学报的属性决定了学报要为学科建设服务&另

一方面#学科的优势与特色是学报栏目特色化的保障!%'$

!

对于自身有明显优势学科资源的#如 #%%高校$()*高

校等全国重点高校+%学科门类齐全# 而且许多学科多

处于领先地位"#学报就应当充分利用其优势#将其栏

目定位与本校学科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共同

发展!而对于学术实力相对较弱的地方高校而言#其学

术资源的内部整合要付出比全国重点高校更高的成

本! 但地方高校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即学校专业设置

与地方经济需要相呼应#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建设相

呼应#科学研究与地方经济建设相呼应! 因此#作为为

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高校学报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也

必须体现这三个呼应! 具体来讲#作为高校学报的办

刊者#我们可以提前介入学校学科规划和学者的科研

活动# 对所在高校的科研优势力量做认真的调查研

究#确定哪个或者哪几个优势学科可以成为学报特色

形成的基础! 集中力量#对优势学科的学术特色$人才

资源再加利用#使社科学报的发展与学科建设形成良

性互动#让学校的学科建设为学报开办原创性$前沿

性$ 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栏目提供丰富的学术成果#而

这些学科正是出高级别科研成果和高水平学术论文

的源头活水!

纵观部分优秀高校学报设置的特色栏目# 也大多

以本校的优势学科或重点学科为依托#如'清华大学学

报(,社科版-的%科技与社会"$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

的 %文化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的

%教育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学研究"$'广

西民族学院学报(的%人类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

版-的%网络文学"$'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的%城市发展

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的%思维学研究"$'江汉大

学学报(的%现当代诗学研究"等等#均是立足于本校学

科优势的典范!

!"加强专题研究!凸显高校优势

我们常说#高校学报与专业期刊相比竞争力弱#其

主要根源在于高校学报的%综合性"! 因为%大拼盘"模

式使得有限的页码所承载的专业信息含量无法和专业

类期刊媲美! 但是如果细究起来#我们以前所谓的%综

合性"#实际是各学科文章的简单汇编而已#栏目与栏

目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文章小而全#这样的学

报#自然不能同专业期刊相媲美!但是如果我们立足高

校的专业背景#%综合性" 也完全可以是学报的一个优

势#它可以根据学术研究的交叉性$综合性趋势#以问

题为中心#有机整合高校各种不同学科资源#动员各种

学术力量#研究学术问题$现实社会问题#体现多学科

学术生长点的有效聚合! 以问题来设置栏目打通各学

科的界限#凸显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如科学发

展观研究$ 全球化问题研究等就是各学科都普遍关心

的问题# 也只有各学科的共同参与才能把这些问题研

究得较为全面和深入!)$

!当然要完全以问题为中心来设

置栏目也是不现实的# 在目前主要以学科为中心设置

栏目的情况下#多设置一些以问题为中心的栏目#则是

改变其栏目雷同#突出学术特色的现实选择!

#"关注博士生群体!培育作者队伍

有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才能有高水平的刊物!高校

学报尤其是地方高校的学报不应仅把目光投向著名的

专家学者# 因为在目前的评价机制下名家的稿件是较

难得到的! 因此#培育新的作者队伍尤其重要! 而高校

'#



!""#$%& ' ())*+),- .* /%$0"12$*$"23

*+" 41"5$2" )6 782*.$%.9," :"0",)#5"%* )6 ;<.-"5$< =)81%',

!"# $%&'()&

)

* +,-. /)&

)

* !0,1. 23%4%&'

5

6)7 0%'38( 9:;<)=%>& ?8@8)(<3 A&@=%=;=8B 57 ,<):8C%< $>;(&)D 9:%=>(%)D EFF%<8*

0858% 2<%8&<8 )&: G8<3&>D>'4 H&%I8(@%=4* 23%J%)K3;)&' LMLLNO* P3%&)Q

;92*1'<*3 H&%I8(@%=4 J>;(&)D@ %& P3%&) 3)I8 C):8 )& %CR>(=)&= <>&=(%5;=%>& => R(>C>=8 =38 @><%)D @<%8&<8 :8I8D>R!

C8&=* R(>@R8( <>DD8'8 <)(88( )&: <;D=%I)=8 @><%)D @<%8&<8@ )<):8C%< R8>RD8 8=<7 ">S8I8(* =38(8 )(8 @=%DD @>C8 R(>5D8C@

@;<3 )@ =38 D)<T >F <3)()<=8(%@=%<* )DS)4@U@%C%D)( @=4D8 F>( C>@= >F =38 R;5D%<)=%>&@* @C)DD )&: D%C%=8: <%(<;D)=%>& 8=<7 G38

<);@8 D%8@ %& =38 3>C>RD)@4 >F :%@<%RD%&8 @8==%&'* ;&%F>(C%=4 >F ):C%&%@=()=%>&* V;)&=%=)=%I8 <(%=8(%) >F @<%8&=%F%< (8@8)(<3

)<3%8I8C8&= 8I)D;)=%>&* D)<T >F %&&>I)=%>& >F 8:%=>(@ 8=<7 W88R%&' ) F>>=3>D: )= ;&%I8(@%=%8@ %@ =38 R(8C%@8 >F @;@=)%&)5D8

:8I8D>RC8&= >F )<):8C%< $>;(&)D7 ?8D4%&' >& <>DD8'8 R(8R>&:8()&= :%@<%RD%&8 )&: F8)=;(8: <>D;C&@* ;&%I8(@%=4 J>;(&)D

@3>;D: )I>%: =38 @%C%D)(%=4 >F @R8<%)D @=;:4 )&: %&<(8)@8 =38 )<<>CRD%@3C8&= >F 8:%=>(@ => (8)D%K8 =38 @;@=)%&)5D8 :8I8D>R!

C8&= >F ;&%I8(@%=4 )<):8C%< J>;(&)D@7

>"? @)1-23 ;&%I8(@%=4B ;&%I8(@%=4 J>;(&)DB @;@=)%&)5D8 :8I8D>RC8&=

中的博士生群体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博士生的身份

介于学生和研究者之间" 他们一方面有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而研究成果也需要以刊登的形式

公之于众# 另一方面在学术的道路上他们有潜力成为

未来的$专家%&$大家%"而这种长期的接触交流会使他

们对我们的刊物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提升编辑的学术修养!打造学者型的编辑团队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窗口刊物的学报" 其质

量与特色主要体现在它的学术价值上" 学术性是学报

的生命线! 因而"对于学报编辑而言"除了必须具备一

般期刊编辑所具备的敏锐的政治鉴别力& 合理的知识

结构和过硬的业务能力外" 个人的学术修养亦应该成

为必备! 高校学报编辑要审阅& 筛选的多为学术性论

文"面对纷繁杂芜的文摘"只有慧眼识珍品"使那些真

正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及时刊发" 展示学术研究的新

进展"才能称之为一名合格的学报编辑! 基于此"充分

利用高校资源"提升学报编辑个人的学术水平"使其成

为本学科的行家里手!

首先" 作为高校学报编辑要对自己所负责的某一

学科或主要学科"如法律&高等教育&文学等要有比较

完全系统的把握"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要充分利用校内

资源及校友资源定期参加一些高级别的学术会议#要

不断向本校本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请教" 并向他

们约稿"在不断地学习中了解学术前沿和热点"从而对

本学科研究有一定的发言权!

其次" 要充分利用高校的学科优势及图书资料优

势"结合自己所负责的栏目"主动自觉地进行学术论文

写作实践"在学习和研究实践中向新的高度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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