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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

和中国各项事业的快速推进# 深居大学内部的大学学

报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受到人们的重新审

视% 在这些&审视'中#应该说指责之声大于赞美之辞%

抨击者振振有词#受批者冤声连连%伴随着这些学理上

的争论# 实践层面上的各种探索 !如学报自身谋求的

&特色化栏目'建设#教育部发起的&名刊'$&名栏'建设

等"也在不断推进%那么#面对如此局面#应该如何看待

中国的大学学报(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本文拟对此

作些探讨%

一$角度不同%对中国大学学报的

看法及改革的思路有别

笔者认为# 当前对中国大学学报的评价及其改革

存在着认识角度问题% 从纵向上看#有管理者$学报从

业者的不同)从横向上看#有学报外$学报内的不同#而

在学报内#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C%D

%在这里#笔者不想对

各种观点指手画脚#也不想做一个调和者#因为这都不

是解决问题之道#只想提出一些观察问题的角度#以便

于更全面$更辩证地认识问题%

"一&从国内外环境看%中国大学学报改革势在必

行

学报要不要改革#怎样改#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环

境下来考虑#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新闻出版业&十二

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政治格

局的变化# 使得新闻出版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 ---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博弈使新闻出版业的地

位作用日益凸显%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家间竞争中的

战略因素% 新闻出版业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

面#在巩固舆论阵地$传播中华文明$增强综合国力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

C!D同时#此规划和十六届六

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建设&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的战

略任务% 而从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看# 则普遍存在着

&全$散$小$弱'$封闭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可

以说离国家提出的建设&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的战

略任务还有较大差距% 相比来说#发达国家的期刊业#

无论是其集约化程度还是运行机制# 无论是其竞争力

还是从业人员素质# 无论是其对国际期刊业话语权的

主导还是对其他国家出版业的渗透# 可以说都达到了

一个相当的高度CEFGD

% 中国大学学报占据着中国学术期

%$%



刊的半壁江山!高校又是中国学术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面对如此境地!中国大学学报可以说别无选择!改革势

在必行"

!二"从历史和国情看#中国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从历史来看!中国大学学报脱胎于封建社会晚期!

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建国后又经过了几十年

的计划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后虽然受到市场经济的熏

陶和冲击!但基本上还是活动于#大学$这个象牙塔中%

从定位来看! 无论是中国大学学报刚刚萌芽时期对自

身的定位! 还是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对它的

定位! 基本上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为本校或为高校服

务这一思想" 如&东吴月报'发刊词说#以表学堂之内

容$(&北京大学月报'把其使命定为#以刊载本校教师

和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学术论文为主$

!"#

($%&'年教育部

下发的文件指出)#学报的主要对象是高等学校的文科

师生*专业和业余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以及中等学

校的文科讲师$($%%'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

法'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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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教

育部在 &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工作的意见'中再次坚持了这一思想%#为学校服务!反

映本校的教学科研成果$ 可以说是学报自身和上级管

理部门所确定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基本宗旨% 而从高校

来看!中国的大部分高校是综合性的%这就导致了中国

大学学报的#全*散*小*弱$*#低水平重复$等%

从当前国情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

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但包括大学学报在内的很

多市场主体需要重塑! 而且市场主体所要求的市场经

济环境也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特别是中国的新闻出

版业!可以说是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中渐渐走上市场

经济舞台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不仅是产业

的一部分!而且肩负着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任%它不仅与

其他物质生产有别!而且在管理体制*运行环境等方面

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

因此!中国大学学报!无论从其成长的历史背景还

是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来看! 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天

壤之别%

!三"从历史和整体看#中国大学学报所起的作用

和所做的贡献不可抹杀

关于中国大学学报所做的历史贡献! 笔者不想着

墨过多% 中国大学学报为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

表达思想*交流学术的重要园地!为中国的思想进步*

科学发展和人才成长提供了重要平台! 以至发展成为

当前中国学术期刊的半壁江山%

笔者所要强调的是! 中国大学学报整体布局不合

理和结构失衡!这不是个别学报的错+以形式上的综合

性* 规模上的小型化来否定内容质量的上乘是偷换概

念行为+ 以个别学报存在的问题来否定整个学报的成

绩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学报界老前辈宋应离先生在&中

国大学学报创刊百年的历史回顾'中!对中国大学学报

在培育新人* 爱国反帝以及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

进行了详细阐述 !&#

% 建国初期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

哲'!是具有大学学报性质的学术刊物!直到今天它在

国内外学术界都占有重要地位!有着重要影响%国家摩

擦学实验室的温诗铸院士在给 &清华大学学报' 创刊

%)周年的贺词中说)#&清华大学学报' 推动我校摩擦

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世纪 *)年代初期钱伟长先生

在当时学报上发表的论文,,首次在国际上提出该问

题的解析解,,根据统计!从 $%%*年至今!&清华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刊登与摩擦学相关的论文 $)+

篇,,有许多成果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第一次公开

发表% $

!'#据 ,))%年统计!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 ,"

家学报!在被引频次*被摘-复印.篇次这些纯计量数据

方面!与社会上其他学术期刊-除&中国社会科学'外.

不相上下!而在影响因子*文摘-复印.率等方面则超出

了其他期刊!%#

%

综上所述!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割断历史*抛开

国情*否认功绩!也不能因为强调国情*作用和贡献!就

无视问题*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任何偏执的做法!都违

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

二$定位如何#决定着

中国大学学报改革的方向

由上述分析可见!中国大学学报的改革不可避免(

同时还可以看到! 中国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是与其传

统定位分不开的% 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国大学学报改

革! 一个必须的前提就是需要对其定位进行重新审视

和明确% 而这种定位! 必须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需

要* 学报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学报所渴望的目标而

作出%

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看法! 中国大学学报存在的

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综合性期刊比例过大!

专业性期刊太少% -,.集约化程度较低!力量分散!竞争

力弱% -+.封闭性严重!无论作者群*发行面还是审稿专

家!遑论面向全球!甚至面向全国都谈不上% -*.市场化

程度低!基本上是以事业单位运营% --.运行机制落后!

编辑观念*操作流程*管理方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信

$),



息!知识快速传递和获取的需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问

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交叉性"

关于中国大学学报的定位# 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两

个方面考虑$一是对中国大学学报性质的定位%二是对

中国大学学报归属的定位"

第一#中国大学学报的性质问题"也就是对中国大

学学报到底把它看做公益性事业单位还是把它当做经

营性市场主体来看待"无疑#至少截止到目前的舆论和

态度#绝大多数是把它作为前者" 既然是事业单位#就

有事业单位的运行规则#比如行政化管理!计划性!非

营利性等%既然是事业单位#也就不能指望它像市场中

的经营主体一样去自由竞争! 去谋取利润! 去自由发

展" 因为#它既受事业单位管理规则的制约#也缺乏谋

求进取的动力和压力"

第二#中国大学学报的归属问题" 前已简单述及#

从中国大学学报的发展历史看# 它是在大学中孕育成

长起来的#包括现在#可以说#它须臾也没有离开大学

这个环境" 虽然从业务性质来看它也属于国家新闻出

版系统#要求遵守基本的出版方针政策!相关法律规范

等#但从机构所属!人事关系!经费来源等方面看#它更

与高校息息相关#从属于高校这个系统" 因此#中国大

学学报具有强烈的&高校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不难得

出结论# 中国大学学报存在的问题不是轻易地自身能

够改变的#它受制于大学这个&母系统'#而且从这个角

度来看#这些问题原本可能就不是问题#而是&母系统'

的要求使然"中国大学学报属于高校#它就应该为高校

服务%而高校的整体布局!学科设置等也必然相应地影

响大学学报的整体布局!栏目设置等!"#$

"

从上面两点可以清楚地看到# 要想改变当前人们

对中国大学学报所一再诟病的种种问题# 必须解决当

前中国大学学报的&定位'问题"

结合历史和国情#笔者认为#对当前中国大学学报

的定位#不可整齐划一#而应区别对待" 具体可有两条

思路$ 一是保持部分大学学报依据之前教育部文件中

明确的定位#即&高等学校主办#以反映本校的教学科

研成果为主'# 维持学报的综合性和编辑部的事业性%

二是对部分大学学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重新定

位#按照专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要求#面向世界运

作#打造新的业态" 定位不同#也就决定着中国大学学

报改革的方向与力度有异"

三!中国大学学报改革"

走多元化之路是现实选择

结合历史和国情#同时放眼世界#笔者认为#中国

大学学报改革必须走多元化之路"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 可以清楚地

看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步调就不一致#而且

即使在各自领域内的不同地区! 不同方面等也采取了

不同的政策"比如在经济领域#在某些行业就没有放弃

公有制#就没有任由市场去调节" 就学术期刊来说#就

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其经营方式和运作模式也不是完

全一样" 有自主经营!靠市场化运作的#也有靠各种补

贴和资助生存的%有大量的专业性期刊#也有部分的综

合性期刊%有靠规模化经营!集团化运作成功的&航空

母舰'#也有以&船小好调头'取胜的&小舢板'" 而就目

前的中国国情来说#不仅大批读者需要学术期刊#而且

有大批的作者也需要不同层次的学术期刊来发表科研

成果" 因此可以说#多元化并不是某些人的意志使然#

实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和我们的必然选择"

近几年中国大学学报之所以招致人们的 &怨声载

道'#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中国大学学报

占据着中国学术期刊的半壁江山# 它是中国整个学术

期刊的缩影# 人们对它的指责实际上隐含着对中国整

个学术期刊的抱怨"(%)中国大学学报主要局限于大学

之内#不像科研院所所办的学术期刊#既面向社会#又

有部分属于所谓的&国家级'#无论人们投稿!阅读还是

所作的评价#难免存在心理学上所说的&月晕'现象"

(&)就整个中国大学学报来说#确实存在着综合性期刊

与专业性期刊比例结构不合理! 运作模式单一!&小舢

板'过多而无&航空母舰'等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中国大学学报的改革

必须从两个层面进行$ 一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布局

规划#这是激发!调动微观层面动力和活力的前提和基

础%二是加紧对微观层面进行改造升级#实现运作模式

的现代化"

就宏观层面来说#需要做的工作如下$(")加紧对

各大学学报以及所在学校的摸底调查# 确实掌握各个

学报的办刊能力以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掌握基

本情况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学报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是

对部分办刊能力弱!所在学校学科支撑弱的学报#实行

退出政策%二是对部分办刊能力较强!所在学校有学科

支撑!历史传统比较优良的学报#可以维持其存在%三

是对部分办刊能力特别强! 所在学校优势学科又多的

学报#可以实行一校多刊#走专业化办刊之路" (&)打破

校域界限和大学学报与其他社会期刊的界限# 突破体

制制约#在全国范围或一定区域!一定行业内#组建一

批专业性期刊#实行集团化方式运作#以解决当前存在

的专业性期刊比例偏低!规模化过小等问题"

"#&



就微观层面来说!需要做的工作如下"#!$对于优

势学科较多的学校新办的专业性期刊! 完全实行市场

化运作模式!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由发展!其发展路

子可参照美国的&物理评论'

"!!#

( )$$对于新产生的专业

性期刊集团!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但前期须有国家%

地方等各方面的支持*因为在中国!既没有学术期刊自

然发展的历史积累! 也缺少学术期刊自由发展所需要

的成熟的市场环境* 这可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有大

型企业改革重组的路子和经验!包括资产+用工等* #%,

对于保持原有定位%继续维持传统办刊的学报)依当前

中国国情!这部分学报可能比例还较大,!除继续发挥

传统优势外! 要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之路! 在运作方

式%编辑手段%发行传播甚至用工方式等方面跟上国际

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步伐!努力塑造学报的学术个性

和办刊特色!增强办刊能力*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大学学报不能作-盲人摸象.

般的评价* 既不能因历史贡献和国情特殊而否认改革

的必要性! 也不能因其与国外期刊的差距而抛开特殊

的生长环境对其完全否定*中国大学学报改革!不是某

个人意愿所能决定的!这是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视

野下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学报

的现实状况!中国大学学报改革不能搞-一刀切.!而应

-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突破点宜先从体制外和宏观层

面着手!从布局+结构+定位+运作等方面催生一批高校

学术期刊的新业态! 以新型业态的现代化运作带动传

统学报的革新洗面! 以宏观层面的调整重组促使传统

学报的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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