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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高校学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陈祖峰 马应森
(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编辑部

,

厦门 36 1加5 )

摘 要 高校学报不仅有社会效益
,

也同样有经济效益
。

学报的经济效益应该是组稿
、

审稿
、

复

审
、

编样加工
、

排版印别
、

发行及交换等一系列工作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与这一过程所常的经济投入

的代教和
。

关健词 高校学报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高校学报和其他科技期刊一样
,

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智力成果
,

也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劳动产

品
。

它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
,

即
:
快捷而又经济地获取科学技术信息

。

从这一角度看
,

高校学

报是一种商品
。

它的价值是由作者
、

编辑部以及排版印刷部门的共同劳动创造的
。

不同于一

般商品的是
,

高校学报是精神产品
,

具有特殊性
。

特点之一是它的价值和它的价格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异
。

它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学报的社会效益
,

而它的价格直接影响学报的经济效益
。

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

高校学报的效益越来越成为学报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间题
。

能否全面
、

客观
、

公正地评价它
,

关系到领导层对学报的态度
、

学报的经费来源
、

编辑队伍的稳

定性
,

也关系到学报的生存和发展
。

1 高校学报的经济效益

关于高校学报的经济效益
,

人们已做大量探讨
,

但对它的涵义却有不同的理解
。

有些人指

的是编辑部各种能挣钱的创收 ;有些人仅把它理解为编辑部工作人员各种经济收入的总和
。

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在当今的经济浪潮中
,

一般人对从自身从事的职业所获取的经济报酬

大小的衡量
,

并不是学报经济效益的实质内容
。

学报的经济效益应该是组稿
、

审稿
、

复审
、

编辑

加工
、

排版印刷
、

发行及交换等一系列工作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与这一过程所需的经济投人的代

数和
。

市场规律在我国的许多领域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
。

若要用一般的市场眼光来

做评价
,

高校学报的经济效益未免黯然失色
。

我国科技期刊的 70 % 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 {̀ ]
,

高校学报亏损比例还远大于这个百分

数
。

近年来随着纸张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
,

排版印刷费用不断提高
,

加之审稿费
、

稿费
、

邮费增

加
,

学报成本节节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

以 (厦门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为例
,

双月刊
,

每期

156 页
,

印数 145 0 册
,

1996 年排版印刷支出达 7
.

8 万元
,

稿费 1
.

5 万元
,

审稿费 1
.

7 万元
,

邮费

及办公费等 2
.

1 万元
,

以上几项总计 13
.

1万元
。

若将编辑部人员的工资等一并计算
,

年支出

高于 20 万元
。

这似乎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经济效益
。

有人甚至误认为高校学报 只是为了教职

工评职称而维持的
。

不错
,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要晋升职称
,

需要发表规定篇数的论文
。

从这

一点看
,

高校学报也是不可缺少的
,

而且是经常处于
“

供不应求
”

的状态
。

既然是
“

供不应求
” ,

又如何解释经济收益低的原因呢? 一语道破天机
:
高校学报的经济益高低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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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者收取的版面费(论文发表费)的定位
。

我们不妨先举个例子
:

有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

企业
,

将各式各样的开支
、

费用以及比其他单位高得多的工资和各种名目的奖金计人成本
,

毫

不客气地向顾客和用户收取高额费用
,

而顾客和用户却只有承受的份
,

即使有意见也无可奈

何
。

谁叫你处在被支配的地位 :要么交钱
,

要么拉倒 ! 设想一下
,

高校学报若也仿效以上做法
,

根据投稿人发表文章的迫切要求
,

把所有的成本
、

费用都摊进版面费
,

那么收支情况就会来个

180 度的逆转
,

马上实现
“

扭亏为盈
” 。

不过这一做法意味着需要大幅度
,

甚至数倍地提高版面

费
,

大大加重作者的经济负担
。

实际上有些期刊也正在采用这一措施解决收支问题
,

但它是否

适合高校学报还有待探讨
。

学报是高校教学科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教学和科研的论文经审稿
、

修改
、

编辑加工
,

最

后发表
,

是一个进一步完善的过程
,

使作者能够根据专家和编辑部的建议将论文的学术性和可

读性都提升到更高的水准
。

在这一过程中
,

编辑部所付出的细致而艰辛的劳动应该不应该有

什么经济收益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

问题是从哪里获取
。

获取的渠道可有两条
,

第一条渠

道是发行收人
。

但这一点首先受读者群的限制
。

高校学报不是大众普及读物
,

主要读者是高

层次的教学
、

科研和工程人员
。

他们可以从图书馆和资料室
,

还可 以通过互联网络
,

很方便地

查阅所需要的论文
。

而且大多数高校学报又是综合性的
,

能涉及科技工作者各人的专业论文

所占比例甚小
。

加之近年来各图书馆
、

资料室的经费亦远赶不上各种费用的上涨
,

因而高校学

报的发行量和发行价根本无法跟上物价
。

这样
,

学报的发行收人 自然是很有限的
。

第二条渠

道
,

也是最主要的渠道
,

是向投稿人收取费用
。

既然学报是教学和科研的一部分
,

那么教学和

科研的经费中应包含学报经费这一部分
,

这是无 可非议的
。

且这一部分不应小于学报的经济

投人与发行收人的差值
。

不过
,

由于各个学科
、

各个课题以及个人之间教学科研经费有很大差

异
,

有的甚至没有经费
,

因而学报要向作者收取统一标准的较高的版面费有很大困难
。

这就造

成了只能象征性地收取一小部分或根本不收版面费的情况 ;差额部分由学校经费统一调拨
,

就

是所谓的吃
“

皇粮
” 。

或许有人认为
, “

皇粮
”

是投人
,

而不是收益
。

实际上
,

投人和收益是相对

的
。

即对于给钱的一方为投人
,

对于得钱的一方则为收益
。 “

皇粮
”

对于校方来说是投人
,

是给
“

皇粮
”

;但对于编辑部来说则是收益
,

是得
“

皇粮
” ,

即前面所说的编辑部细致而艰辛的劳动的

部分所得
。

说穿了
,

这
“

皇粮
”

也并非
“

白吃
” ,

它实际上就是学报经济收益名正言顺的一部分
。

通常情况下
, “

皇粮
”

给得合理的话
,

上述两渠道的经济收益扣除投人之差大于零
。

即经济

效益为正值
。

2 高校学报的社会效益

评价高校学报的效益要看主流
,

即社会效益
。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统一
,

是办好高校学报的一条基本原则
。

邓小平指出
: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而且是第一

生产力
。 ”

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变革作

用阁
。

科技期刊信息量大
、

传播速度快
、

极盖面广
,

是科技信息传播与交流
、

贮存和积累的最基

本最重要的物质载体
。

世界科技信息 t 的 70 %
一 85 % 刊载于科技期刊3[, 4]

。

它跟踪科学技术

发展的前沿
,

反映本学科
、

本专业的发展动态与学术水平
,

及时报道重大科研成果和进展
。

这

不仅为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重要信息
,

还为领导机关和决策机构总结学科发展中的经验

和教训提供第一手资料
,

以便制定发展战略
,

作出宏观决策
。

另一方面
,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单

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媒介
,

为科学技术成果在实际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和推广起架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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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高校承担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
。

高校学报则是传播教学和科研成果的主要途径
。

这些成

果一旦传播开去
,

就变成人类所公有的财富
。

传播得越广泛
,

其价值就越高
。

每一项新发明
、

谕发现和新设想
,

都是在总结和借鉴前人和当代同行的劳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一所高校在

某一科研领域的成就
,

可以通过学报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
,

使得从事同类科研的其他高校
、

科研机构甚至生产单位从中获得宝贵的资料 (包括经验和教训 )
,

避免重复别人做过的工作和

犯过的错误
。

在节省大童人力
、

物力的同时
,

也产生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

它无疑又会给其

他同行提供有益的经验
。

这是一个最有效的科学技术良性膨胀过程
,

其中必定会涌现许多新

技术可以直接指导工农业生产实践
,

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
。

其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有多

么巨大就可想而知了
。

从这一角度看
,

高校学报作为以上过程的媒介
,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其效益也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
。

当然
,

这种效益有它的潜在性和滞后性
。

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
,

它的潜在价值会越来越明显
。

从这点看
,

高校学报作为一种精神产品
,

也是一种社会发

展的精神动力的贮存器
,

这是高校学报赖以生存的最重要依据
。

邓小平指出
: “

思想文化教育

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 ”

这一教导也为高校学报指明了努力的方

向
。

3 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
,

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会日益显现
。

在这样的形

势下
,

办学报更应该认真实践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的理论
,

在保证社会效益

的前提下
,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

但有一点要强调
:
学报编辑部的各种创收活动

,

都不应影响学

报的质盘
。

就是说
,

要适可而止
。

只要坚持上述方向
,

高校学报不仅不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沉没
,

而且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

越办越兴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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