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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发行量现状与分析

于 方

(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挥部
,

厦门 3 6 10 05)

摘要 对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发行量逐年下降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

对如何提高学报自身的竟争能力
,

进而提高其发行量
,

进行了几方面的探讨
.

关键词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

发行量

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期刊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据统计
,

目

前我国有期刊 7 019 种
,

其中科技期刊 3 080 种
,

排世界第三位 ; 若包括内部期刊 1万多种
,

我

国的期刊种数可居世界第 1位
。

然而
,

毋庸讳言
,

近二年来
,

期刊的发行量
,

尤其是学科基础

研究的科技期刊的发行量
,

日益陷人一种尴尬而又无奈的境地
。

作者就占科技期刊 l邝种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发行量下降的现状进行了探讨
,

请教于编辑

同行
。

l 高校学报发行量现状

高校学报是反映学校教学
、

科研 的
“

窗 口 ” ,

是开展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园地
,

是发现

和培养人才的摇篮
,

是向社会推广科研成果并转化生产力的桥梁
。

为充分发挥高校学报的作

用
,

更好地为
“
四化

”
建设服务

,

学报工作者都希望增加学报的发行量
,

扩大读者面
。

然而
,

近二年来
,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行量却年年递减
,

随着 1 9 9 4年报刊订数的大滑坡
,

大多数

学报的订数也下降了 15 %一 20 写
。

实用技术等工科学报发行量情况尚好
,

而综合性自然科学学

报的发行量就惨了
,

一些学报的订数已下降到千份以内
,

甚至一些质量较差的学报几乎没有

订户
,

只能靠交换
、

赠送维持
。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
,

学报的发行量落人 了如此捉襟见肘

的窘迫境地 ,, 不 由地使我们思考着
:
学报的出路在哪里?纵观制约学报发行量的诸因素

,

也许

从中可以找出答案
。

2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发行量滑坡的诸因素

( l) 读者面窄制约了发行量

由于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一般属综合性学术期刊
,

所刊 登内容广泛
,

且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比例约占 80 % 以上
,

因此它的读者必须具有大专或大学毕业以上水平
,

它的订阅对象一般是

省
、

市图书馆
、

高校图书馆
、

研究所资料室
。

对于 从事某一具体专业 (学科 ) 的科技人员来说
,

往往一年之内看不到几篇自己感兴趣 的文章
,

从而觉得效益不高
,

没有必要订阅
,

因此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个人自费订阅的读者群极小
,

学报发行量受到限制
。

(2 ) 图书馆业的萎缩影响了发行量



13 6 《学报编辑论丛 ) (第 5集 ) 1994年 10月

这里所讲图书馆业的萎缩仅指两个方面
:

一是图书馆经费的拮据 ; 二是 图书馆新书
、

新

刊的人库率不断下降
。

近几年来
,

随着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出台
,

学校行政经费由各单位划分承包
,

图书馆也

一改坐吃
“

皇粮
”

的状况
。

书价的不断增长
,

及各项支出费用的增加
,

使图书馆的购书
、

刊
、

报经费相对减少
,

因此每年新书刊的订购均要经过筛选
。

据统计
,

我国现有登记注册的高校自

然科学学报有近千种
,

因此
“

生产
”

和
“

销售
”

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

其次
,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

短期行为使人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
,

忽视了文化

的保护和发展l[]
。

去年 2 500 多个公共图书馆中
,

有 341 家全年没购进一本新书 ; 有近千家全年

购书不到百本阅
。

一批书店
、

图书馆被酒家
、

商场所取代
。

有识之士惊呼
“

文化沙漠
”

在蔓延 !

(3 ) 书
、

刊成本的提高影响了发行量

市场经济的建立
,

物价基本放开
,

纸张等原材料价格上涨
,

排版
、

印刷费用也随之上涨
。

水涨船高
,

由此造成书刊的价格不断上涨
。

以我们学报为例
,

1 9 9 3年印刷费比 1 9 9 2年印刷费约

提高25 %
,

19 9 4年印刷费比 1 9 9 3年印刷费约提高 25 % ~ 30 %
。

经粗略统计
,

我们出版一本学报

的成本约 8一 10 元
,

而售出定价仅 3元
。

就是这个定价
,

也 比1 9 9 0年提高了50 %
。

为适应市场经

济的规律
,

尽量做到收支平衡
,

有些学报的价格也不断调整
,

但大多数学报的定价远远不够

成本的价格
。

书刊
、

报纸的全面提价
,

使人们对手中的钱更加精打细算
,

更加对学术性期刊有选择地

投人
,

尤其是对综合类科技期刊的投人相对减少
。

3 提高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发行量之途径

( l) 提高学报质量是易策之本

自然科学期刊内在的科学价值很高
,

尽管当时只能对少数人有直接利用价值
,

但其所发

挥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

笔者认为扩大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影响
,

提高其发行量
,

首先要

提高学报的质量
,

这质量是指三方面的质量
。

l) 论文的学术质量 论文质量是学报质量的中心
。

不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

或是应用

技术研究论文
,

都要有其创新性
、

科学性
、

实用性
。

尤其要提倡创新
,

有创新
、

有发展才能使

学报办的具有个性和特色
,

学报才能在此基础上求生存
、

求发展
。

2) 编辑的质量 编辑质量是学报质量的保证
。

一篇再好的学术论文
,

如果表达不够确切
,

文句不通
,

说理不清
,

用词不当
,

都可能产生信息差
,

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

尤其是科技论文
,

除以上所说几点外
,

还要注意规范化的表达物理量与量的单位的表达以及图
、

表的编辑等等
。

3) 出版质量 出版质量是学报质量外在美的具休体现
。

它包括了排版质量
,

印刷质量
,

装

帧艺术等等
。

没有以上三方面的质量
,

刊物就会在众多的学报中失去特色
,

在读者心 中失去位置
,

当

然就谈不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了
。

(2 ) 采取灵活的办刊模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
,

也需要找出
“

雅

俗共赏
”
的结合点

,

需要具有充分的大众意识
、

市场意识
,

并努力寻求实现刊物自身价值
.

采

取灵活的办刊模式
。

例如
,

有的学报将内容相 近的学术论文合出一期 ; 有的学报改变过去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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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的做法
,

也刊登应用技术论文 ;有的学报出版增刊专辑 s[, 刃
.

如此做的目的

之一
,

便是以更加接近读者的形式
,

扩大学报的影响
,

增加其发行量
。

实践证明
,

这种做法是

受欢迎的
。

例如我刊刊登的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

有许多被国内外著名刊物
、

文摘引用和收录
。

而所刊登的应用技术的研究论 文也有不少被
“

中国实用科技成果大字典
”
收录

。

但是
,

从现行情况看
,

办刊模式的改变
,

难度仍然很大
。

就拿出增刊来说
,

随着学校各项

体制的改革
,

教学
、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普遍提高
,

科研成果倍出
,

因此投向学报的论文数激

增
。

我刊今年除安排 6期的稿件外
,

还有 100 多篇论文无法安排刊登
。

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一年

只能办一期增刊的规定
,

对提高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有弊无利
。

笔者呼吁
,

上级主管部门

给学报编辑部松绑
,

给科技期刊增加出刊期数
。

3
.

3 培养学报编辑的
“

公关
”
意识

学报既是精神产品
,

也是物质产品
,

因此也离不开媒体的宣传
.

我们希望社会
、

作者
、

读

者了解本刊的宗旨
、

特点和成就
,

喜欢并订阅我们的学报
。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
,

学报编辑需要

增强
“

公关
”

意识
。

做法可 以有如下几方面
:

在学报的空版处刊登本校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科

研动态
、

外界对本刊所登载论文的评论及学校博士点
、

博士导师
、

博士后流动站的介绍等信

息
。

同时
,

编辑要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项活动
,

如各种学术研讨会
、

书刊展览会等等
,

广交朋

友
,

扩大学报的影响
。

综上所述
,

在以上众多因素的作用下
,

也许在今后不太短的时间内
,

高校 自然科学学报

的发行量不会有大的提高
,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

随着编辑部管

理体制的改革
,

期刊编辑方针等方面的改革
,

内容好
、

质量高的学报
,

发行量将会有所提高
.

记者赵平在访美散记中写道
: “

科学要在金钱的世界里立足总是很难
。

可是
,

社会越发达
,

人

类文 明程度越高
,

科学的地位就越稳 固
,

人们对科学的需求就越强烈阂
。

所以
,

前景是美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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