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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出版转型的背景下!高校学报未来的发展途径变得尤为引人关注% 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学

术期刊!因此与高校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 基于这种关系!分析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创新科技&服务社

会&引领文化的基本职能形成!高度契合了高校学报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 因此!高校学报与高校之间应该进行有

效的功能互动!才能有效提高办刊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这种功能上的互动是高校学报与高校之间的外在属性的融

合!要使两者之间有效协同发展!必须进行系统化的&深度的信息互动!才能全面提升高校学报的办刊质量!促进高

校学报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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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进程

中#高校学报将如何进一步转型和持续发展#是必须认

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同时不少的高校学报还面临着

高质量稿源缺乏% 办刊特色不突出% 队伍学术素质不

高%交流发行量不大%期刊影响力不强等各种问题$ 面

对这样的办刊困境# 需要认真审视高校学报的办刊宗

旨和功能定位$笔者认为#高校学报要紧紧围绕并服务

于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创新科技%服务社会和引领文化

的基本职能要求#加强与高校培养人才%创新科技%服

务社会和引领文化等全过程的有机融合和信息互动交

流#才能有效发挥高校学报自身的功能作用#不断提高

办刊的质量和水平#逐渐走出高校学报的办刊困境#实

现高校学报的持续发展$

一$高校的基本职能

"一%培养人才

从夏商开始#就有了&庠%序'#下庠为小学#上庠为

大学!贵族子弟读书的学校"$孟子曰(&庠者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一诞

生#就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为己任$ 两千多年前#

齐国的稷下学宫引发了百家争鸣# 孔子在大成殿的甬

道开设杏坛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教众贤#宋

朝的六大书院所承担的选俊功能等都是历史赋予学校

的基本职能$ 因此#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

化教育的组织机构#首要的职能就是培养人才$在孔子

所传授的六艺中#&数'属于科学范畴#&射'和&御'属于

技术范畴#因此#在古代的学校教育中#虽然涉及了科

技知识#但更多是经验的传授#没有专门的系统化的创

新研究$

"二%知识创新

A"#B年波拿巴占领普鲁士# 并使德国蒙受羞辱$

洪堡!ACBCD$"%E#F(GH',<6"认为普鲁士的失败很大程

度上来自教育的失败#由此而引发了当时的教育改革$

洪堡认为只有从教育入手才能拯救德国# 强调高等教

育不应该是一个对职业的专门训练# 而它的目的也绝

不是为了谋求职业$ 高等教育给予学生的不应该是让

A##



他们能够!做什么"!即某种技能"#而是!成为什么"!成

为某一类人"

#$%

$ 基于这种思想#洪堡在 $&$'年创建了

柏林大学$ 并建立了教学自由%学术独立%教学与研究

相统一的大学制度&即'洪堡模型($正是在这样的高等

教育思想下# 德国与英国走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

列#用科技产业铸就了强大的帝国$ 由此#知识创新成

为了高校的重要职能#并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三"服务社会

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主要参照欧洲的大学模式#注

重培养上层人士的子女#并轻视实用农业技术的教育$

$&()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莫里尔法案*!*+,,-.. /01"$该

法案规定# 通过赠送土地要求每州至少开办一所农工

学院!又称!赠地学院""#主要讲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

方面的知识#为工农业的发展服务$到 $2))年#共建立

了 (2所 !赠地学院"# 有效推进了美国的西部建设计

划# 为美国后来的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

础$ 在此期间#著名教育家查尔斯+范海斯!345,.67 89

:5; <-76# $&=>,$2$&" 积极倡导大学的社会服务职

能#同时#在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校长期间#

积极推进大学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极为深远

的影响$

!四"引领文化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的高度抽象#因此#文化是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发

展而发展的$从上庠的产生到今天的大学#都在传承并

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并传播先进的外来文化#培

育并创造新兴的文化# 从而使人类的历史文化长河璀

璨夺目$ 在整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

程中#学校作为专门的社会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儒家思想% 道家文化更是贯穿了我国几千年的历

史#高等学校在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主体作用#并在

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大学自身的文化$ 因此#文化的

引领需要大学#大学的发展也需要先进的文化#)%

$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时明确把文化传承创新和人才培养% 科学

研究%服务社会一起作为大学的使命#他指出'!高等教

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

源泉"

#?%

$ 因此#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就是在连续的

发展历程中#不断充实%丰富自身的职能#并使之成为

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进而促进高等教育的持续

发展$ 作为高校学报# 也应该紧紧围绕高校的基本职

能#不断丰富完善高校学报自身的功能#才能使高校学

报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二#高校学报的基本功能

高校学报是我国科学技术期刊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所依托高校主办的# 主要反映本校教学研究和科学

研究成果的学术性理论刊物#@%

$由于高校学报主要反映

的是本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因而#高校学报应该结合本

校的学科特点和研究优势# 紧紧围绕着高校职能的要

求#努力承担起应有的基本功能#=%

#大体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高校学报是传播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载

体

高校学报本身是一种承载最新性% 前沿性和探索

性知识的文献#作为文献#就是传播知识的载体$ 随着

高校学报的数字化%网络化等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变化#

学报传播知识信息的实时性% 有效性和广泛性将得到

进一步加强# 受众对接收文献信息按自身需要进行文

献信息的深度加工#从而获取不同的知识$一般从三个

不同侧面进行文献信息的加工处理' 一次文献信息主

要指论文作者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和新技术等研

究成果及其应用知识- 二次文献信息主要指对一次文

献信息的精炼%概括和学科化%系统化#如目次%摘要和

关键词等便于快速获取文献知识信息- 三次文献信息

主要指某一学科领域的文献综述% 专题述评和问题讨

论等# 即某一学科专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

$由此就可以根据需要获得某一学科专业的点%线%面

的知识信息#使学报起到传播知识的目的$

!二"高校学报是展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的重要平

台

创新科技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 知名大学与重

点大学的主要差别之一就是引领科技创新能力的强

弱# 重点大学与一般大学的主要差别之一就是科技创

新成果的多少$有了创新性成果#还需要一个发布和展

示成果的权威平台#毫无疑问#高校学报就是这样的权

威平台之一#往往一个新观点%新方法%新技术或新理

论的提出# 是以在学术期刊上发布成果的时间为依据

进行评判的#比如'谁首先提出了什么方法或理论的问

题# 就要按是谁正式在学术期刊首先正式发布的成果

为准$ 因此# 高校学报要主动积极地跟踪各个专业学

科%各科研平台和各个创新团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时

发布&在不涉密的前提下(最新研究成果#积极帮助科

技人员抢占学术制高点$

!三"高校学报是开展对内外学术交流的窗口

对内外学术交流是高校科技工作的主要内容之

$'$



一!学术交流的形式很多!如"学术报告#学术会议#新

闻媒体和高校学报$科技期刊%等!在这些交流形式中!

高校学报$科技期刊%无疑是最权威&最严肃的学术交

流形式! 因此高校学报应主动发挥好学术交流的桥梁

作用!积极主动约稿&组稿!特别是要抓住学术上有一

定造诣& 有影响力的团队并有可能取得最新研究成果

的动态!适时地预约稿件!提高学报的稿源质量!扩大

学报在学术交流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学报也应该适

时关注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各类学术会议的召开

情况! 积极推荐不同领域的学术专家参加各种形式的

学术交流!通过交流吸引优质外稿!提升学报的办刊指

标(

!四"高校学报是发掘人才和培育人才的重要园地

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 人才的培养途径是

多方面的!教学可以传承给学生知识!实验可以提升学

生的技能!科研可以提升学生的能力!学报应该是发掘

人才和培育知名人士的园地( 国内外许多著名的专家

学者有很多都是通过在高校学报)科技期刊%上发表自

己的学术论文而声名远播! 并使其最新研究成果快速

地服务于人类社会(比如"爱因斯坦)!"#$%& '()*&$()%撰

写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论文+,-

!所论述的相对论!当

时没有知晓理解甚至有人认为它不是科学的! 该论文

发表在 ./01年的德国*物理学年鉴+上!其学术影响力

一直延续至今' 又如"香农)23'3456))7)%撰写的*通信

中的数学理论+论文+8-

!发表在 ./98年的*贝尔系统技

术学报+上!使香农成为了信息论的奠基人'同样地!这

两本期刊也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学术刊物'

!五"高校学报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桥梁

服务社会,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是高校的主要职

能之一! 高校学报应该积极服务于高校社会服务的职

能(学报所登载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等方面的学

术论文!是学报传播的知识的价值!高校学报要积极地

引导&有目的地促进所登载科技成果的转化!不断推动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同时不断地引领文化发展和学术

道德水平的提高!才能履行好高校学报的社会价值(因

此!高校学报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起好桥

梁纽带作用! 主动把社会的需求和广大的科技人员紧

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掘行业的关键技术利共性技术!

共同探索发现新理论方法的应用! 才能有效地服务于

社会(

三#高校学报与高校的功能互动

通过前面的分析! 高校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培养人

才&创新科技&服务社会和引领文化等四项职能!高校

学报的基本功能主要是传播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

载体&展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开展国内外

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发掘和培育人才的重要园地&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桥梁等五项功能(很显然!学报的功

能与高校的职能之间是一脉相承! 高校的职能履行是

通过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管理工作等各项工作来开展

的!学报工作作为高校工作的组成部分!学报功能的实

现是为高校各项职能的履行和办学目标的实现服务

的( 高校学报功能与高校的基本职能之间的互动模型

如图 .所示(

这种互动关系具体来说! 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

面(

!一"在培养人才方面

高校学报要传播先进的文化和知识! 为人才的成

长提供良好的知识环境和文化环境! 要特别注重发掘

和培育在教学研究&科研研究上有潜力的教师和专家!

通过互动交流!使之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才(

!二"在科技创新方面

高校学报要适时传播和展示优秀的科技成果!做

好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等的交流工作!积极参与高

校的学科建设工作&科技创新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把

握科技前沿和应用创新! 为高校的科技创新起到助推

作用(

!三"在服务社会方面

高校学报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和纽带! 在与高校内

部职能的互动上! 全面了解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

新情况!同时!在与校外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重点

把握与高校自身发展相关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情

况!通过学报可以组织校内外的交流互动!为服务经济

社会发挥好桥梁作用(

!四"在引领文化方面

高校学报既是创新文化的主体之一! 又是传播先

进文化的载体! 要与高等学校继承和创新文化的机制

紧密结合起来!并使学报的文化传播&传承和创新与高

校的文化引领相互融合!共同推进!特别是在文化的引

图 ! 高校学报的主要功能与高校的职能互动模型

.0:



导和宣传方面!要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引领文化的责任"

通过这些方面功能的融合互动! 高校学报就能够与高

等学校共同提高#协同发展"

因而! 学报的功能必须与高校的基本职能相互融

合#密切联系#形成互动!使学报成为高校工作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报才能得到稳定#持续的发

展"实际上!高校学报承担了高校培养人才#创新科技#

服务社会和引领文化的部分职能! 高校学报是高等学

校的组成部分!因此!高校学报要紧紧围绕高校的基本

职能!认真实现好学报的每一项功能!为推动高校的发

展做出主动积极的努力"

四!高校学报与高校发展的信息互动

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和建立! 使高校的基本职能

发生变化!就意味着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

因此高校学报办刊的价值取向也必须跟着变化和调

整!并保持高校学报与学校的同步联动和功能互动"这

种功能互动! 对于高校学报而言是学报的外部属性互

动! 而高校学报与学校的信息互动才能促进两者的内

在机制互动!实现协同发展"高校学报与学校发展的信

息互动模型如图 $所示"

这种互动关系具体来说! 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

面"

"一#与学科科研团队和专业教学团队的信息互动

实际上就是与作者# 审稿者和读者之间的信息沟

通和交流!通过这种互动!可以动态跟踪作者的最新研

究成果#关键创新要素和创新点$可以与审稿者建立起

更为全面的沟通联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审稿单!对于

不发的稿件可以有一个准确全面的信息沟通! 以帮助

作者不断成熟为合格的作者! 对于要修改的稿件可以

有一个更为细致的修改信息!以帮助作者尽快完善!提

升稿件质量$对于学报的读者而言!畅通的信息互动!

可以与作者和审稿者进行信息互动! 甚至与论文的实

验研发平台沟通! 在不涉密的情况下以全面获取知识

信息和创新方法!不断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或者逐步

将读者变为作者# 审稿者" 通过这样的信息互动和交

流!学报将建立起一个良性的高水准的三支队伍"

"二#与科研研发平台的信息互动

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和信息传播手段!

比如%利用物联网技术!使学校的科研研发平台与信息

库直接连接!统一管理!可以有效保证论文作者的实验

数据#测试数据的真实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可以预

防实验数据造假"对于审稿者来讲!有了这样的信息互

动! 可以方便地审查论文数据的来源和实验数据的重

复性!从而提高审稿的质量和审稿结论的准确性!事实

上!很多审稿者没有办法去验证论文数据的真伪!一般

按照自己的经验去判别! 这样很容易扼杀创新性的成

果" 由于经过了完善的信息互动!对于读者来讲!学报

登载论文的可信赖程度将大幅提高!学报的影响力#权

威性和办刊质量都将得到有效提升"

"三#与产业服务平台的信息互动

实际上就是学报将起到学校与服务社会的桥梁作

用! 产业服务平台在一些高校就是校地合作处的信息

资源平台!包括了科技产业#经济产业#文化产业等多

方面的信息资源! 高校学报适时地进行这方面的信息

互动!可以准确把握学科研究方向#产业需求方向和学

报论文的组稿选题方向! 并在其间起好信息互动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 并不断吸引高校以外的研究院所和企

业的优质稿件!进一步提升学报的影响力和办刊质量"

因此!高校学报与学校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学报

的特色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学科发展的特色和优

势! 这就决定了学报的信息传播要与学校的学科科研

团队#专业教学团队#科技研发平台和产业服务平台进

行有效的信息互动!才能使学报与学校协同发展!不断

提高办刊质量和水平"

五!结 语

高校学报与高校是密切联系#互生共荣的!高校学

报不能淡化与高校的功能互动和信息互动! 否则高校

学报在高校中将逐步被边缘化! 而且办刊质量和水平

也难以提高"在数字出版的背景下!高校学报的发展将

面临更多的压力"因此!高校学报不仅要加强与高校的

功能互动和信息互动! 而且还应该把高校学报的全面

质量属性&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审质量#出版质量和

服务质量'与传播信息的互动特征加以深入研究!才能

全面提高高校学报的办刊质量和水平! 充分发挥其应

有的功能作用"

图 ! 高校学报与高校发展的信息互动模型

%&'



!"#$%&'#() *+,&"-. -"/ 0(' 0"(%&-1(#+" 2#(3 4"#$%&'#() 5,"6(7+" -"8 0"9+&:-(7+"

!" !#$%& '() *+$, -./0 -1$213$,45/0 6+71$

839 :#1;$37 <=>?#;>37 @#3;=A B9 )$C?>?1+ #D .E3=+F>E 4;3$CF>CC>#$ 3$= <G3713?>#$H I>E213$ "$>G+;C>?J #D

IE>+$E+ K <$%>$++;>$%, L>%#$% MNOPPPQ R2>$3S

;<'(&-1(= "$=+; ?2+ B3ET%;#1$= #D ?2+ ?;3$CD#;F3?>#$ #D ?2+ =>%>?37 U1B7>C2>$%Q ?2+ D1?1;+ =+G+7#UF+$? V3J #D 1$>!

G+;C>?J W#1;$37 >C U3;?>E173;7J $#?+V#;?2J9 "$>G+;C>?J W#1;$37 >C ?2+ 3E3=+F>E W#1;$37 CU#$C#;+= BJ 3 1$>G+;C>?J, C# ?2+;+ >C

>$+G>?3B7J E7#C+ 7#%>E ;+73?>#$C2>U V>?2 ?2+ E#77+%+ #; 1$>G+;C>?J9 @3C+= #$ ?2+ ;+73?>#$C2>U, 3$37JC>C #D ?2+ B3C>E D1$E?>#$ #D

3 1$>G+;C>?J #D D#C?+;>$% ?2+ ?37+$?, >$$#G3?>$% CE>+$E+ 3$= ?+E2$#7#%J, C+;G>$% ?2+ C#E>+?J, 3$= 7+3=>$% ?2+ E17?1;+ 2>%27J

3%;++C V>?2 ?2+ B3C>E D1$E?>#$C ?23? ?2+ 1$>G+;C>?J W#1;$37 C2#17= 23G+9 42+;+D#;+, ?2+;+ C2#17= 23G+ +DD+E?>G+ D1$E?>#$37

>$?+;3E?>#$ B+?V++$ ?2+ 1$>G+;C>?J W#1;$37 3$= ?2+ 1$>G+;C>?J C# ?23? >? E3$ +DD+E?>G+7J >FU;#G+ ?2+ X137>?J 3$= 7+G+7 #D ?2+

W#1;$379 .? ?2+ C3F+ ?>F+, ?2+ D1$E?>#$37 >$?+;3E?>#$ >C ?2+ D1C>#$ #D ?2+ +Y?+;$37 U;#U+;?>+C B+?V++$ ?2+ 1$>G+;C>?J 3$= 1$>!

G+;C>?J W#1;$379 4# F3T+ +DD+E?>G+7J E#773B#;3?>G+ =+G+7#UF+$? B+?V++$ ?2+ ?V#, CJC?+F3?>E37 3$= =++U >$D#;F3?>#$ >$?+;!

3E?>#$ F1C? B+ F3=+, 3$= ?2+$ >? E3$ >FU;#G+ ?2+ X137>?J #D 1$>G+;C>?J W#1;$37 3$= E#FU;+2+$C>G+7J U;#F#?+ ?2+ C1C?3>$!

3B7+ =+G+7#UF+$? #D 1$>G+;C>?J W#1;$379

>?) 2+&8'= 1$>G+;C>?JA W#1;$37A D1$E?>#$37 >$?+;3E?>#$A >$D#;F3?>#$ >$?+;3E?>#$A F#=+7

参考文献!

!"# 时东陆$欧美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0

!+,"-.,/.,-#123345''666$7898:87;<1=>?@A737@BC-"123?D!

47<EF"1

!+# 赵沁平 1大学需要文化 G文化需要大学!H#1中国高等教育 G

+,,/G*IJ5"I.+"$

!-# 朱启贵$高等学校要引领文化发展!K#$光明日报G+,"+.,C.

+"$

!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M#$"IIB$

!N# 胡虹1论高校学报的功能属性与质量属性!H#1四川理工学院

学报5社会科学版G+,",GO"J5"-/."L,$

!C# 章晓光$科技期刊文献信息的层次"类型和特征!H#$浙江林

学院学报G"IILG*-J5+I/.-,+$

!/# PDQER3 %8;93E8;$STR %DEU3R>AV;7?8U QE6E<3ER W X >T?DYR4ER

!H#$P;;7DE; AER Z2V98UG"I,NGO"/05BI".I+"1

!B# M27;;>; [ %1P \732E?738=7D ]2E>RV >^ [>??T;8=738>;!H#1

&EDD MV93E? ]E=2;8=7D H>TR;7D G "ILB G__`aa *-J5-/I.L+-Y

C+-.CNC1

!I# 王学青1论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特征!H#1中国科技期

刊研究G+,,/G*LJ5CBB.CI,1

责任编校!梁 雁

Z[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