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作为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袁发展历程和取得的

成就有很多相似之处遥通过对两岸高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关于综合性期刊的定位尧具体的

编审体系运作机制尧引文索引评价体系尧开放性和国际化进展等方面的比较袁可以发现虽

然台湾地区的人文社科期刊在主办方式尧编辑出版尧栏目设置尧评价体系等方面与大陆极

其相似袁但是在高校学术期刊的定位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遥尤其是当前大陆对综合性大学

学报的改革袁一直在酝酿和讨论中起起落落遥 到目前为止袁并没有更加明确的关于综合性

大学学报改革的新思路出台袁 但是专业化发展一直是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

综合性大学学报未来发展的期许所在遥这方面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或可借鉴袁把综合性大

学学报的发展方向袁定位在向单学科和局部多学科学报的转型上袁这样比单纯的市场化改

革或者集体转型为专业期刊效果更好遥 另外袁在编审体系运作机制方面袁台湾地区更注重

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尧对退稿率和用稿程序都更加明确曰相对来说袁台湾地区也普遍重视学

术期刊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推广袁尤其在培养青年学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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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高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
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李文广 1袁孙俊青 2

渊1.人民法院报社 总编室袁北京 100022曰2.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编辑部袁北京 100101冤

同为华文学术期刊的重要园地袁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在两岸的发展有诸多相似之处遥对于中

国大陆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袁目前并无确切的数量统计袁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信息袁2014 年度其转载来源中袁高校学报部分有 1150 种[1]遥 可见高校

主办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在大陆至少有千余种遥 台湾地区的公立和私立高等院校大多主办有

不同类型的人文社科学报和专业学术期刊遥 有关数据显示袁 台湾地区共有人文社科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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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余种袁社会科学期刊 500 余种[2]袁在这千余种期刊中袁高校主办的占大多数遥 研究两岸高校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状况袁认清各自的优缺点袁可以提高对高校学术期刊的整体认识袁并
进而对大陆高校学术期刊的改革发展提供参考遥

一尧两岸高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整体比较分析

渊一冤期刊整体机构布局分析

中国大陆几乎每所高校都有学报袁从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到普通高校尧高职院校无一例外袁
有的学校不止一种遥 除了像山东大学的叶文史哲曳尧吉林大学的叶史学集刊曳尧北京师范大学的

叶史学史研究曳等综合性高校主办的专业期刊袁和其他的如外语尧政法尧财经尧艺术类专业院校

创办的专业期刊袁以及少量的由高校的系部尧学院主办的专业期刊外袁中国大陆的人文社科学

报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的学报遥 台湾地区相当一部分实力雄厚尧排名靠前的综合性大学反倒是

未出版综合性的学报袁主办综合类学报的主力军是师范类高校尧一些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遥 相

比之下袁台湾地区出现了一些局部多科性淤渊少量的相近学科的组合冤的学报袁有的偏重于人文

社科学如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叶台大文史哲学报曳尧台湾省立中兴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叶文史

学报曳尧台湾中央大学主办的叶中央大学人文学报曳尧私立东吴大学主办的叶东吴文史学报曳等类

似的学报遥 还有偏重社会科学的如台湾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叶社会科学论丛曳尧私立中国文化大

学主办的叶华冈社会科学学报曳等[3]遥
就两岸高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来看袁 其所涵盖的学科种类和学术期刊的分类都

非常相似袁但是台湾地区的高校学术整体培育好于大陆袁由于台湾地区 TSSCI 评价系统明确

不收录大学学报袁 所以直接促使了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学报的停刊以及局部多科性学报的较

好发展遥
渊二冤期刊的编审制度比较

严格的编审制度和编审质量是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袁 也是体现刊物学术规范的重要指

标遥 关于编审制度袁两岸都有不同的编审规范遥 大陆的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主要遵循由张积玉起

草尧教育部社科司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的叶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曳袁对学报的题

目尧关键词尧摘要尧参考文献等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要求遥
台湾地区的学术期刊同样有着十分严格的编审制度袁而且有些方面台湾地区的要求还要

更高一些院刊物摘要基本上在 500 字以内袁中英文摘要一致曰字数要求袁中文稿件 2 万字袁英文

稿件 1 万字曰刊期一般都是半年刊袁更有年刊的遥 由于审稿周期较长袁要求高袁专家审稿意见精

细袁所以往往也就越修改越长遥 最终达到两三万的也有袁致使很多台湾地区的高校学术期刊经

常每期只能刊登三四篇文章遥 大陆的高校学术期刊基本不存在半年刊甚至年刊袁最长周期为

季刊袁双月刊居多袁少数的专业类期刊为月刊遥中英文摘要基本在 300 字以内遥要求稿件基本控

制在 8000 字以内袁特例除外遥 但是随着期刊评价系统对影响因子的推崇袁被引用率的高低关

系使得目前的学报越来越趋向于刊登长文章袁一两万字的并不少见袁但是大多数学报刊登的

主流文章还是 8000 字以内遥
台湾地区的高校学术期刊编辑渊也称编审冤委员会一般都是由台湾地区的高校或者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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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学者组成袁一般都规定必须聘请校外知名专家学者进入期刊编委会袁台湾大学尧台湾政

治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等台湾地区的知名高校都规定了校外编委的数量不少于半数遥 如院野国
立冶清华大学的叶清华学报曳编委 13 人袁其中来自本校 5 人袁校外 8 人[4]袁台湾师范大学的叶教育

科学研究期刊曳编委 22 人袁校内 3 人袁校外 19 人[5]遥 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对编审委员会的设立方

法尧作用尧任务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遥 如院台湾师范大学主办的叶教育科学研究期刊曳和叶师大学报

渊语言与文学类冤曳在其叶编审委员会设置办法曳中袁对编审委员会的任务都规定如下院渊1冤编审方

针之规划与执行曰渊2冤稿件之征集曰渊3冤论文之审查曰渊4冤文稿之编辑曰渊5冤刊物之刊印与发行曰渊6冤
审查办法及作业流程之订定曰渊7冤其他编审有关事项[5]遥 这些条款虽然简单袁但是把编审委员会

的职责规定得比较详细袁从学报的征稿尧来稿尧审阅尧评定到编辑尧出版尧发行都由编审委员会负

责遥 编委会不仅对学报有咨询尧指导尧监督等务虚的内容袁也增添了实实在在的审阅稿件尧制订

编审计划尧作业流程等具体工作遥 每期还要求刊发各类学科召集人邀请相关领域学者的特约

稿件遥
反观大陆的高校学报袁也都有编辑委员会袁一般也都是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袁但是对校内

校外人员的人数要求和占比情况却鲜有规定袁一般情况下袁大陆高校人文社科期刊的顾问委

员会由校外学科专家组成袁而编委会则由校内行政领导和学科负责人担当遥 编辑委员会没有

定期会议袁没有征稿尧审稿等硬性任务袁更多的是一种虚设遥
渊三冤期刊评价体系比较

关于高校学术期刊的评价和分级袁海峡两岸所走过和经历的道路也非常相似遥 我国大陆

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主要有三种院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发布的 野中文核心期刊目

录冶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冶以及由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评价中心研究发布的 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冶渊简称 CSSCI冤遥 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冶是在教育部社科司的直接领导下袁由全国 16 所重点高校的 17 位代表组成野CSSCI 指导委

员会冶进行遴选遥 CSSCI 的主要遴选指标是通过刊物的评选尧期刊被引次数尧影响因子的统计和

分析进行的[6]遥 由于各个高校都直接或间接接受教育部的管理袁教育部的重点学科遴选尧学位

授予等很多项目都参考 CSSCI 论文发表情况袁致使 CSSCI 的官方背景更显浓厚遥 目前袁各高校

和科研机构对于课题申请尧评审尧结项袁研究生毕业袁教师晋升职称尧聘期考核等袁普遍依据的量

化指标也是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多寡遥
无独有偶袁台湾地区的 TSSCI 也是带有官方色彩的遥 1992 年袁台湾教育部门开始引入美国

的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冶体系袁1998 年最终完成首次的排名评比报告袁评选经过三道程序院第
一袁界定本学科的专业期刊袁由社科中心各学科召集人根据学科期刊评比排序的结果确定哪

些期刊可以纳入评比范围曰第二袁主观的评估袁对专业学者专家的投稿和阅读进行问卷调查袁
并针对刊物的办刊水平进行专家打分曰第三袁客观地评估遥 根据期刊被引用的次数打分遥 包括

总被引次数尧每百万字的引用次数尧每百篇的引用次数遥 综合主客观情况最终确定进入 TSSCI
的期刊名单遥

2006 年还提出了野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冶渊THCI Core冤袁该索引的收录原则院以刊

载学术论文为主袁过去三年的出版规范执行情况尧期刊匿名评审情况袁综合类的期刊刊载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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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论文数需要大于总数的 40%袁 并且至少两学门的文章比例各大于所刊载文章总数的

20%遥 据此袁可以看出袁THCI 更加侧重的是检索工具和研究工具的实用性袁尽管对申请的期刊

也实行基本评量和引用评量的评审袁主要基本评量的标准也是出版格式尧论文撰写格式尧编辑

作业和刊行作业遥 引用评量是根据 THCI 的引用资料而制定的标准袁包括论文篇数尧影响系数

和及时指数三项[2]遥与 TSSCI 有所不同袁叶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曳渊THCI Core冤鉴于人文

学科研究文章的特殊性袁把高水平的学报纳入其中袁如台湾地区的野国立冶清华大学出品的叶清
华学报曳从 2008 年起袁一直获得收录[7]遥

与大陆的 CSSCI 不同的是袁每一年袁台湾地区野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人文及社会科学发

展处冶都会召开期刊评审委员会联席会议袁依据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期刊收录实施

方案冶袁赋予野刊登论文之学术水平冶尧野评审制度冶尧野主编之学术成就冶尧野内稿比率冶尧野编排校对冶
等 5 个一级指标和综合评述的权重袁并对期刊格式尧论文格式尧编辑作业尧刊行作业 4 个一级指

标进行打分袁以便调整各年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名单遥 在 TSSCI 期刊评选指标中明确标明院退
稿率一项高于 70%的可以得满分 12 分袁低于 30%的则为 0 分袁30%要50%得 8 分曰审稿人匿名

可得满分 4 分曰送审稿件匿名也可得满分 4 分[8]遥 可见袁在这些除引用数据之外的主观测评中袁
退稿率和匿名审稿是他们极其看重的遥

渊四冤期刊的国际化程度比较

国际化程度和开放性一直是衡量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指标遥 学术期刊的一大重要功能就

是促进学术交流袁从利于传播的角度讲袁国际化确实是期刊发展的重要指标遥 台湾地区的学术

期刊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袁他们高校学报的征稿启事普遍都注明野来稿中英文皆可冶曰有的学

报每期都有全英文文章曰刊物所登文章的参考文献部分引用英文资料的也居多遥 这一方面与

学者尧教师尧研究人员的学术视野有关袁一方面跟管理部门的要求密切相关遥 大陆的高校学术

期刊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就有关于文种的选择项袁一般都是汉语遥 稿件自然是中

文稿件袁刊发外国作者的也是翻译成中文来刊发的遥 如果中英文混登将被视为违反规定袁不符

合管理规范遥 当然袁一些专门审批的纯英文期刊除外遥
如前所述袁 台湾地区的高校人文社科学术刊物所聘请的编委中海外人员占有一定比例遥

如院野国立冶清华大学的叶清华学报曳编委 13 人袁校外编委 8 人袁海外编委占 4 人袁将近 40%[4]袁来
自美国尧日本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遥 台湾师范大学的叶教育科学研究期刊曳和叶师大学报

渊语言与文学类冤曳的编委也不乏来自祖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者遥 这方面台湾的高校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普遍做得较好袁大陆的很多期刊正在改变之中遥
二尧台湾地区高校人文社科期刊发展对大陆的借鉴

渊一冤推动期刊专业化发展

专业化一直是大陆高校学术期刊改革的热点话题袁这一话题谈论了很多年袁一直没有办

法很好地解决遥 这跟大学学报最初的定位密切相关袁教育部最早对高校学报的定位就是院大学

学报是刊载高校学术成果袁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袁具有高校学术窗口的作用遥 既然某种程度上

跟高校密切相关袁也就难以摆脱跟学校共命运的局面遥 加之目前各高校基本上都是综合类院

109



校袁所以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存在和发展并不奇怪遥 台湾地区也是如此袁本来除了专业期刊之

外袁大量存在着综合性的大学学报袁起初也是刊登本校的研究成果为主袁是学术交流的园地袁
承担了学术信息传播的功能和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遥 随着西方科学引文索引系统渊SCI 系列冤
的引进袁我国台湾地区的 TSSCI 和 HTCI 纷纷把大学学报拒之门外袁理由就是大学学报以刊登

本校教职工稿件为主袁具有先天的向内性袁专业性和开放性不足袁刊登内容过于宽泛尧主题相

对离散遥 在此导向作用下袁有些大学学报就停刊了袁如叶政治大学学报曳等一批曾经引领学术潮

流的综合性大学学报相继停刊退出遥 取而代之的则是大学的院尧系尧科研院所主办的单学科性

的专业期刊和一些大学学报的分版遥 如原来的叶师大学报曳改出叶师大学报渊人文与社会类冤曳和
叶教育科学研究期刊曳曰叶高雄师大学报曳分为叶高雄师大学报渊教育与社会学类冤曳尧叶高雄师大学

报渊人文与艺术类冤曳尧叶高雄师大学报渊自然科学与科技类冤曳等等曰有的分版后名字也改了如叶淡
江学报曳1998 年停刊袁 分出三本不同的刊物 叶淡江理工学刊曳尧叶法政学报曳尧叶淡江人文社会学

刊曳遥 这就使得台湾大学主办的期刊袁综合性大学学报越来越少袁而相对的单学科和局部多科

学报增多袁专业性越来越强遥
而大陆对综合性大学学报的改革袁一直在酝酿和讨论中起起落落袁经历了 2012 年叶关于报

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曳的仓促出台及最后的不了了之遥 到目前为止袁并没有更加明确

的关于综合性大学学报改革的新思路出台遥 但是专业化发展一直是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对综合性大学学报未来发展的期望[9]遥 这方面也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袁把综合

性大学学报的发展方向袁定位在向单学科和局部多学科学报的转型上袁这样比单纯的市场化

改革或者集体转型为专业期刊效果更好遥
渊二冤切实落实期刊编委会的职能和作用

在期刊的出版过程中袁学术期刊编委会的作用不可小觑遥 学术期刊的编委会应该由学术

期刊所涉学科的相关专家学者组成袁主要策划选题尧组织和审阅稿件袁决定期刊的发展方向

和选题规划遥 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袁由于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往往属于学校的一个部门袁
各项职能受制于学校的管理之限袁故大陆高校学术期刊的顾问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袁多是由

相关学校领导和系部主任担当袁聘任时更注重校内人员的职务头衔和所在部门的职能遥 高校

学术期刊聘请校外同行专家比例不高袁至于境外专家更是少之又少遥 这就使得编委会往往有

名无实袁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遥 而台湾地区的高校学术期刊袁设立了编委会集体定稿的原则袁
由于受评价体系的影响袁普遍都设置了编审委员会的校外人员比例袁规定校外稿件的比例袁
不光校内教职工的稿件袁甚至刊物的校外编委所投稿件都属于内稿范畴遥 另外袁在期刊评比

中袁还对退稿率进行明文规定遥 这对大陆来说袁值得借鉴遥 刊物可设置内外稿比率袁编委会可

设置内外比例袁预防关系稿和人情稿的产生袁同时也利于促进学术信息的传播以及刊物的良

性发展遥
渊三冤开放性和国际化程度高

台湾地区高校学术期刊的开放性越来越强袁现在一般都是不再限定作者单位尧甚至不限

制国别袁欢迎海内外作者投稿遥 对文种的选择也可以看出来袁台湾地区的高校学术期刊经常是

中英文混合的袁学报征稿启事通常都是野中英文不限冶或者野中英文皆可冶的字样遥 从传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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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袁比大陆期刊的中文稿件袁英文题目尧摘要和关键词的搭配更利于对外交流和传播遥
渊四冤青年学生参与办刊

在台湾地区高校校园内袁青年学生热情参与学术刊物的编校工作是有着历史传统的遥 颇

为有名的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台湾大学外文系主办的叶现代文学曳杂志袁围绕这本杂志涌现

出来白先勇尧张晓风等一批著名的作家和学者遥 现在的台湾大学校园内依然活跃着一些学生

创办的学术刊物像台湾大学历史系学生办的叶史原曳尧叶史绎曳等遥 这在大陆出版的高校学术期

刊中是看不到的遥 无疑袁参与办刊的过程袁将会锻炼青年学生的学术品质袁发现学生的学术能

力并挖掘其科研潜力袁真正发挥学术期刊应有的作用遥
三尧结 语

对比两岸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历程袁可以看出在编辑出版系统尧专业发展尧
学术评价等方面袁两岸的相似性颇高袁同时有些方面两岸各有千秋遥 在编辑职业化尧学者化方

面袁大陆稍好于台湾遥 大陆的高校的人文社科学报编辑部袁基本上都有专职编辑袁即便兼职也

是以编辑为主尧授课为辅袁出版周期固定而且以双月刊居多袁编辑规范尧严格曰而台湾地区的学

报编辑基本上都是兼职袁出版周期过长且不固定袁很多学报都是半年刊袁修改周期普遍过长袁
经常每期学报刊登四五篇稿件遥 在学报的专业化发展尧落实编辑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尧注重学

术期刊的开放性和国际化以及发挥青年学生的作用袁挖掘和培养学术新人方面袁台湾地区的

学术期刊作出了榜样和示范遥

注释院
淤这里的野局部多科性冶采用的是姚申的提法袁参见文献[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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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ame language,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achievemen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journals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have much in comm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journals, specific editorial system operation mechanism, citatio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and open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gres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journals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it can be found that although Taiwan'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are so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ainland in terms of sponsoring wa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column sett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positioning of academic journals of universities is very
different. Especially the current reform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journal is rise and fall under discussion all
the time. So far, there is no more clear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journal reform.
B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Radio and Televis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journal. In this aspect,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r lessons can be taken as a reference. If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journal is positioned towa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gle discipline and local multidisciplinary, the effect will be much better compared with the purely market-
oriented reform or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s. In addition, in the aspect of editing system
operation mechanism, Taiwa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rejection rate and
adoption procedures are clearer. Relatively speaking, Taiwan emphasizes popularly on academic journals爷
open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speciall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you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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