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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略论现代高校学报的发展趋势

江 星 于 方 陈祖峰
(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编辑部

,

厦门 36 1的 5)

摘 要 阐述现代高校学报发展的超势
,

针对目前高校学报的现状
,

探讨了高校学报商品化
、

碟体

现代化
、

发行
、

经管等趁势及设怒
。

关镇词 学报
、

发展
、

趁势

高校学报 (以下简称学报 )作为高校利研成果的重要信息载体
,

在我国学术期刊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
,

随着高校利研的不断发展
,

学报在科技期刊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

作者从学报发展趋

势入手
,

针对我国学报目前的现状
,

运用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理论
,

勾勒现代学报的发展

模式与战略
,

供广大同仁探讨
。

1 现状与机遇

经过多年的改革
,

学报逐渐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给学报带来的种种弊端
。

原有的封闭模

式及学术领域的近亲繁殖被逐步打破
,

学报的学术质量有所提高
,

加之编辑条件大为改善
,

发

行载体逐步多样化
,

学术影响力逐步增强
。

所有这一切的进步
,

无不凝聚着学报领导
、

广大编

辑的改革精神和辛勤劳动
。

但是
,

学报作为高校科研成果的重要发布载体
,

仍是高校内部一个

全额预算单位
,

人员由高校统一聘用
,

经费统一划拨
,

编委大部分由本校专业权威担任
。

封闭

办刊
,

计划经济的模式依然严重地制约着学报的发展
,

学报的学术潜力
、

编辑人员的整体素质

没有充分发挥
,

出版手段较为落后
,

学术影响仍有局限
。 ·

局限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学报仍没有

走出计划办刊的条条框框
,

有关打破现状的构想与思路
,

国内同仁在以往的文章中已提 出很

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办法
。

面对国内2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新形势
,

学报逐步走向改革开放浪

潮的时机已经成熟
。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既为学报改革与发展

提供了契机
,

也为学报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
。

市场经济的构想为学报的改革提供了行

动指南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学报改革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一个全新的学报

发展战略与模式呼之欲出
。

2 学报商品化的战略与意义

学报作为科技期刊
,

一是精神产品
,

二是社会产品
,

具有商品性
,

作为文化载体
,

其价值与

使用价值的特征不言自明
,

学报的编辑工作是一种涵义极为全面的生产劳动
。

学报的发展是

完整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
。

客观地认识这一问题
,

按照价值规律制订学报的发展战略
,

对学报

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学报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质量是学报重要生命力这一基本命题
。

内容编排
、

组稿
、

约稿
、

审稿
、

版面形式多样化
、

出版方式现代化等工作是提高学报质量
,

促进学报发行的重要手段
。

但是
,

科学技术归根到底是第一生产力
,

提高学报知名度
,

扩大学报发行量固然在更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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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布了科研成果
,

而做好学报宣传工作
,

创办科技信息发布会
,

推广科研成果的应用更是学

报义不容辞的职责
。

学报作为商品
,

它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

封

闭办刊
,

内容繁杂是学报的一大弱点
,

联合办刊也许存在着这样
、

那样的问题
。

但如果学报能

真正从自身实际出发
,

突出本校重点学科栏目
,

办好特色栏目
,

使自己的学报在某一学科或数

个学科栏目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
,

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

当前学报仍以有纸发行最为普遍
,

这一传统的信息传播媒体很难完全适应学报发展的需

要
。

学报大多为综合性刊物
,

涉及众多的科学领域
,

专业面很广
,

订阅学报的读者往往又是特

定的专业人员
,

纸质印刷的学报难免造成浪费
,

大多数读者考虑到这一原因放弃了订阅打算
。

科技期刊中专业期刊的发行量远远高于综合性期刊的发行量
,

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

传

统传播媒体也使学报的保存变得更加困难和不便
,

查阅有关论文大费周章
。

所有这些局限
,

导

致了学报发行量小
,

传播力度减弱
,

印刷成本增加
,

大大降低了学报的学术影响力
。

近年来
,

国

内一些期刊开始采用电子光盘的发行方式
,

光盘容量大
、

检索方便
,

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
,

电

子光盘版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

但是在科技极其发展的时代
,

电子光盘版式仍然存在信息

时效滞后和订阅不便等特点
,

推出学报网络版式十分必要
,

学报真正进入国际信息高速公路
,

对于提高学报传播能力
,

提高学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3 发行
、

经营是扩大学报学术影响力的关键

学报的发行量和发行范围对学报学术影响力具有决定作用
,

目前国内很多学报的实际发

行量仅为几百份
,

多的也不超过 l 万份
,

经济效益上不去
,

学术影响力小
,

科研成果推广速度缓

慢
。

这一点
,

学报与国内某些科技期刊颇有相似之处
,

只有高校的处境似乎更令人担忧
。

根据

美国科学信息所 ( SC I期刊引证报告)
,

19% 年 ( SC )I 收录我国国内科技期刊 5种
,

其中学报为

零川 ; 1997 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 9种
,

学报同样未实现零的突破2[]
。

( C)A (千名表 ) 19 % 年收

录我国科技期刊共 52 种
,

其中高校学报 4 种川 ; 1997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 57 种
,

其中高校学

报仅 1种
,

呈下降趋势21[
。

(E 1) 19% 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 79 种
,

其中高校学报 13 种川 ; 1997

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 89 种
,

其中高校学报巧 种2[]
。

(SA ) 19% 年收录我国科技期刊 89 种
,

高

校学报占 21 种〔’ ]
,

19 97 年情况未变2[]
。

这一系列统计数据与我国高校现有的论文学术水平
、

学术质量是很不相称的
。

学报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与我国现有 10 00 多种学报的庞大阵容是极不相称的
,

与我

国学报的学术质量同样也不相称
,

归根到底
,

学报学术影响力的现状与学报的管理模式
,

不无
,

关系
。

要实现学报发行专业化
,

首先必须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
,

实行集约化
、

企业化的出版
、

发行模式
。

在明确学报产权关系的基础上
,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
,

开展竞争
、

兼

并
、

重组
、

根据其自身的发展需要
,

实行多元化经营
,

进一步提高学报作为商品的市场竞争能

力
。

其次
,

要有统一经营的管理制度
,

建立集约化经营的统一法人观念
,

以发展科技产业为中

心
,

以推广科技成果为导向
,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把更多的科研成果以更快的速度推向社会各领

域
。

在集约化经营的统一法人制度管理下
,

依法经营
,

稳健经营
,

建立一支素质良好的职工队

伍
,

提高学术质量和编辑设计水平
,

统一编排规范
,

开源节流
,

降低成本
,

真正把学报推向国际

市场
,

建立起跨国
、

跨地区的学报出版
、

发行企业
。

最后
,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也为学报发行
、

经

营提供了政策依据
。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署
、

国家工商管理局制定的(关于报社
、

期刊社
、

出版社

开展有偿服务和经济活动的暂行办法)规定
,

我国高校学报的出版
、

发行经营已具有完备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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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依据
。

4 结束语

学报经过改革开放加 多年来的实践
,

逐步完成了学报以计划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管理模

式过渡的探索
,

学报的商品属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

更多的人们提出了集约化
、

国际

化出版发行的方案
,

可以确信
,

不久的将来经广大同仁的努力
,

中国学报将迈向新的发展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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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 了新形势下高校学报面临的主要问题
,

即办刊经费
、

学报质贡及电子出版等问题
,

提

出了在新形势下应未取的相应对策
:

即筹好
、

用好办刊经 费
,

办出精品学报
,

加强电子出版发行千

对策
。

关镇词 高校学报
.

改革
.

发展

高校学报是最新科技传播的主要媒体
,

是反映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
“

窗口
” ,

是学术交流
、

技术推广
、

信息服务的主要渠道
。

当前
,

高校学报普遍面临财政补贴费用减少
,

需要自负盈亏 ;

发行囿于专业技术范围
,

读者面有限 ;以及新形势下高校学报如何适应知识经的济紧迫性
,

探

索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

1 问题的提出

1
.

1 办刊经费问题

办刊经费是高校学报生存与发展的保障
。

没有足够的办刊经费
,

学报就难于持续发展
,

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