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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
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基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

赵　 超,王　 慧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探索》杂志社,重庆　 400041)

摘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关键时期,中国既要进一步融

入国际舞台,又要立足本国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样的现实需求推动着学界要讲好

中国故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

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和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学术

期刊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主体,但现有研究对

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在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关注不足。 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

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推动学科群建设,进而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 因此,在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学术

期刊发展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即学术期刊发展需要融入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共同体建

设离不开学术期刊平台。 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种可行性表现为学

术期刊能够有效助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而学术共同体可以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学术期刊

内部的异质性、学术资源分配不均衡、行政权力对学术业务的过度干预以及学术共同体研究志趣差异等

是影响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在需

求层面要整合不同组织间的关系以提升学科群的有效需求;在供给层面要构建基于中国特色学术话语

体系需求的学术平台;在制度层面要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和学术资源分配制度;在技术层面要以大数据应

用为核心手段提升组织间的协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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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

话语体系建设。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1] 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

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要把深入研究、宣传、阐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作为重大任务,加强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群众

关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及时开展研究解读和引导辨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

量” [2]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建设” [3]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

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4] 。 可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中国国际学术

话语权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仅依托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维度的坚实基础,还需依靠文化软实力的

提升。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学术研究的贡献。 在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羸弱

的国度里,国家发展是缺乏后劲力的。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学术话语既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表征,也
是国家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基石。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一度被一些国家视为“世界标准”,
众多学术领域都要参考西方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规则,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或建构本国的

学术体系。 这样的学习方式确实为新兴国家的学科建构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 但这种模仿

建构所带来的缺陷也不可小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国家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如

何走出西方学术话语的束缚,摆脱西方国家的“学术霸权”,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学术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世界局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变化,许多问题已不是用西方理论就能

解决的,甚至西方的理论也解释和解决不了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 毕竟知识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

空间中产生的,必然打上特定的时空烙印。 比如,西方治理概念及其理论自外而内的嫁接式传播进

入中国语境后存在话语紊乱的问题[5] ;西方强调“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概念在中国场景中也面临

困境,进而凸显了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6] 。 因此,西方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必须构建起能讲好中国故事、解决好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话语体系。 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众多领域的转轨转型使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我们既要发展好自己,又
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更是中国学术研究应尽的义务。 对内而言,改革开

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活力的迸发提供了良好环境,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社会转型是其突

出的表现,利益的多元化呼吁体制机制的改革,新问题需要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进行解释。 改革

开放以来,学界也从中国生动的社会实践中提炼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比如压力型体

制[7] 、晋升锦标赛[8] 、行政发包制[9] 、祖赋人权[10] 、项目制[11] 等。 对外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

不断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时,西方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乘虚而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混淆着西方

对中国的认识。 这就需要站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高度,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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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
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1] 。

因此,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就成为当前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得不直面的重大议题。 不言而喻,当前就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最紧迫

的关节点。 如何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

系是学界讨论的热点。 如有学者关注政治话语分析对于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作用[12] 、中国政治

学中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的竞争关系[13]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构建[14] 、全球治理

视域下的中国话语权提升[15] 、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研究现状[16] ,等等。 众所周知,表达学术话语迅速

而有效的路径就是学术期刊,但现有研究对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的重要

作用关注不足。 纵观学术史的发展,在许多学术观点的争论和探讨过程中,都离不开学术共同体和

学术期刊的共同作用。 因此,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

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要实现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就必

须先厘清学术话语体系的需求和供给,分析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可行性,进而探索二

者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二、学术期刊发展与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耦合性

(一)学术期刊发展需要融入学术共同体

当人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时,总是想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寻找答案,希望科学理论能帮

助人类克服各种困难。 然而,由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引致的社会多样性不断给人类制造了错综复杂

的“窘境”,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界之初无法预料的结果。 当站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场域时,就迫使人们

不断地思考这个场域何去何从,由此,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将竞相迸发,通过不断交叉、融合

来回答一个又一个难题。 鉴于需要用科学系统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社会问题,交叉学科、跨学科也就

应运而生,“学科群”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出来。 正如有学者指出:“所谓学科群,是指为适应现代

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由若干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 以一定形式结合而成

的学科群体。 学科群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学科高度分化和综合的结果,是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若干相关学科有序组合而成的学科的集合。” [17]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理论传递

最前沿、最快捷的一种形式,它也必然承担着“学科群”建设的历史任务。 也就是说,学术期刊也应

因时而生,不断将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需要与期刊承载的任务融合发展,将时代需求用学术期刊的

形式呈现出来。
随着学术话语体系构建需求的发展,学术期刊必须承担起传播学术理论、引领学术风尚的任

务,将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发展之中,以学术的形式参与社会建设。 从学术期刊建设的角度而言,学
科群的建设是极其紧迫的任务。 无论哪一类学术期刊,只有紧紧将学科群的建设与期刊自身建设

融合发展,才能在学术领域展现特色,实现持续发展,也才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学科群本身就

是回应社会关切应运而生的,那么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的载体、学术理论传递的前沿阵地就应当

将学科群作为学术期刊发展的重点培育对象。 学术期刊只有将自身实际与学科群结合起来,专注

于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的现实问题才能充分展现自身特色。
可能一些学者会认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取决于持续发表“学界名人”的学术观点。 不可否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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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术期刊得以提高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学术期刊本身能有承担社会责任以及

专注于学科发展的担当。 任何一个学术期刊如果只追求所谓的“名家赐稿”发展模式,那么它在不

远的将来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 时代的变迁将学术期刊推向了更高的平台,也带来了更严峻的挑

战。 于是学术期刊学科群的“异质性”就呈现在学界面前。 所谓学术期刊学科群的“异质性”是指与

传统“名家赐稿”“主题限定”等发展模式相比,学术期刊必然要与学科群建设相融合,体现出期刊对

学科群建设的推动作用,有意识、有规划地将学科发展“植入”学术期刊中,用学科群的培育回应社

会关切。 这是学术期刊对复杂的学术生态的回应,更是学术期刊的历史担当。
(二)学术共同体建设离不开学术期刊平台

文化自信离不开学术群体对基础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同时,学术共同体

自身的建设也是当前学术领域较为凸显的问题,一个严谨的、专业的、公正的、权威的学术共同体是

国家持续发展的智力保证。 纵观中外,凡是国家能力强大、社会安定团结的国家无不有学术智力的

支持,尤其是在国家发展的历史紧要关头,更需要强大的学术力量为决策层建言献策。 构建中国特

色的学术共同体,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这种看似悖论的需求是由国家发展的实际决定的。 国际

化是指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阐述自己的学术理念;本土化是指任何学术理念

必然要从国家发展的实际出发,要能解释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问题。 那么,学术共同体的

建设平台———学术期刊的作用就得以凸显出来,学术期刊是学术共同体传递学术理念最直接最有

效的阵地,离开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构建就失去了有力载体,就算是日常的学术争论也难以为继,
更不用说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学术期刊是建设学术共同体的重要阵地,是提升学术共同体品质和

水平的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学术话语的形成从零星的学术观点开始,当学术观点积累到具有共同的信念、价值

观以及学术范式时,学术共同体也就成型。 从学术观点的首次出现到成熟,再到学术共同体的成

型,无不体现为学术期刊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当学术共同体形成之后,学术期刊的使命才开

始。 通常学术共同体以学术期刊为平台,将相关领域有共同志趣的群体和个人凝聚到学术期刊平

台上进行公开、平等的交流与探讨,最终利用这个平台实现“知识的供给”。 学术共同体由于学术期

刊的滋养而形成和发展壮大。
毫无疑问,学术共同体建构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来源于学术话语体系需求。 随着国家发展与转

型,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时就会显得越来越乏力,甚至会误解或扭曲事实。 面对

这样的困境,必须用中国自己的平台发出持续的、体系性的观点,将中国发展的真实性展现给国内

外公众。 这需要学术共同体与时俱进,也需要学术期刊更具权威性、公信力。 在一段时间里,一些

学者以能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为荣,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应当深刻反思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

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术期刊的权威性、公信力不足,还不能较好地传递出让人们普遍

认同的观点。 欣慰的是,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

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文件,对于破除 SCI 等英文期刊的不当使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可行性

(一)学术期刊对学术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拓展

任何组织间的协同发展必然存在于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之下,在这个空间里组织本身也具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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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发展历程。 组织自身的发展历程又受制于其所在的体制生态,这个生态系统既是它的载体,
又是体制生态得以变迁的内在动力。 正如有学者在论述组织合作关系所指出的,“组织间合作关系

的参与者多是由一些独立的经济实体组织起来的临时性组织,他们具有很强的环境变化感知能力

和了解顾客需求的市场导向能力,即响应环境变化的市场感知能力和多维度的资源再配置能

力” [18] 。 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互构也不例外,这两个组织既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又共同影响着

学术生态的变迁,且这种互动行为将直接影响整个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
1. 学术期刊资源配置与学术共同体构建的动态关系

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紧迫性不断推动着学术期刊方阵向专业化发展,作为学术观点发表的平

台也不再是期刊的唯一使命。 学术期刊对学术资源的占有与学术共同体构建互动的态势促成了两

个组织的耦合性加深。 从当前的学术生态来看,这种耦合性更多地取决于学术期刊资源配置的强

弱。 当一个较强的学术团队融入学术期刊,它更容易形成以这个期刊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同心圆;
相反,学术期刊团队变弱或者学术志趣发生转变时,围绕学术期刊的同心圆便会缩小其半径,甚至

无法形成同心圆。 如果细分学术期刊资源配置要素,我们可以发现组织内部资源的异质性较同质

性更能产生以学术期刊学术资源占有为原点的学术共同体。 这是因为学术期刊内部资源的异质性

更能产生“外溢效应”,能更大限度地对学术个体产生吸纳能力,而同质性不利于延伸学术共同体

“同心圆”的半径。
2. 学术期刊与学术话语体系供给的动态关系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以及党和国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迫切性需要,学术话语体系的

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 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研究活动所形成的重要成果,是学术研究质量、风格、
实力的具体体现,“建设文化强国,以及为国育才造士,不能不关注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 [19] 。 在学

术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学术期刊作为重要阵地,需要肩负起对学术概念解构与重构的创新性尝试。
正如有学者指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首先就需要从概念上进行供给[20] ,学术创

新的逻辑起点在于概念的解构和重构[21] 。 学术期刊在概念供给上通常处于最前沿的阵地,如果学

术期刊踊跃创新,敢于尝试刊登有争议概念的文章,甚至主动寻求有争议观点的文章作为刊物办刊

导向,那么这样的学术期刊可以有效推动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反之,如果学术期刊仅以“学术传

统”为纲,以所谓的“经典”为源,那么学术话语体系首先就可能被扼杀在萌芽中。 其实,纵观古今中

外许多颇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创建过程,都是从“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到广受社会追捧的,学术期

刊需要有一定的包容精神和冒险精神。 不可否认,在新学术思想产生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扮演着见证者、助推者或阻碍者等不同角色。
(二)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可能性拓展

学术期刊是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展示、学术共享、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专业知识集中传播和

文化自由传递的有效载体[22] 。 一本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学术期刊往往能够吸引众多的学者,他们

更乐于在这样的期刊发表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更倾向于将这样的期刊定位为其学术追求的目标,
学术期刊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凝聚学术共同体,正是学术期刊的纯粹学术性为众多学者提供了向心

力。 同时,也正是因为有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期刊的“忠诚”,才使得一本学术期刊朝向更加学术化

的道路发展。 “学术共同体能够发挥同行评议的功能,为学术期刊审稿并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从
而使学术期刊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和扩大”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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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本期刊能否更具学术性和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共同体对于期刊的向心力。 学术

共同体在已有的共识上倾向于创造更多的术语来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 当学术共同体创造

出更多契合期刊志趣的术语或论点时,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就能更好地实现融合发展;当学术共

同体的偏好发生转变后,期刊不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变化后的学术发展时,两个组织间向心力逐渐减

弱,相互间就可能转向寻求新的合作者。
加强学术共同体自律、治理学术不端行为是提升学术共同体权威的重要路径。 学术共同体的

重要性功能之一就是进行学术评价,这个评价的权威性是一定范围内学术界遵循的准则,甚至是国

际遵循的准则。 因此,任何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外溢效应”通常由自身的学术平台所展现,比
如研究基地、发表的观点或理论。 从期刊的角度来说,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是影

响期刊是否愿意与其合作的逻辑起点。 同时,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也动态地形塑期刊的权威性。
当一个甚至几个较具权威性的学术共同体“忠诚”于一个期刊时,该期刊的学术性不断增强,期刊与

学术共同体取得双赢。 反之,当其中的学术共同体权威受到质疑,而期刊与其融合度较高时,期刊

的公信力也会被虚弱。 最终,双赢被消解,直至相互间融合关系消失,各自寻求新的双赢组织。

四、基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需求的融合发展路径

(一)需求角度:整合组织关系以提升学科群的有效需求

通过协同创新使组织间获得更多的新资源,同时与已有资源有效融合实现价值增值是学术期

刊和学术共同体间关系形成的本质需求。 面对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紧迫现实,学术期刊

与学术共同体需要实现融合发展,这既是现实需求,更是将来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由之

路。 一些学者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为荣,同时学术界也存在将是否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学

术文章作为判断学者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是否能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作为学者是否

具备深厚基础理论的标杆。 这些现象无不警示我们,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对于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多么迫切。
因此,一是要整合学术资源,提高学科群的有效需求。 学科群的有效性是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基

石,通过学科建设来促进学术范式的转变,以最有效的理论范式解释现实问题,这是学术共同体不

断形成的必然过程。 然而,当下一些学科重复设置、边界模糊,根本难以有效提供对社会现实的科

学解释,更难以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当前的一些学科设置是需要进行调整

的。 二是要扩大学术界的话语影响力,提高学术公信力。 从学术资源的分配以及公共权力对学术

界的支配过程来看,不难发现当前过多的学术资源被一些行政性机构占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学术期刊平台与学术共同体有机融合。 行政性权力对学术资源的过度占据容易使学术平台失去纯

粹学术的“公正和正义”,这样不利于学科发展,也就难以实现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二)供给角度:构建基于学术话语体系需求的学术平台

学术平台是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场域,在学术平台里学者可以相对纯粹地追求学术的应然目

标。 但现实中有人将纯粹的学术追求讽刺为“不接地气”。 然而,作为人类进步的源泉———仰望星

空的情怀是不可或缺的。 当多元利益充斥着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时,好的学术平台可以成为学术

研究的一块净土。 如果这快净土无法实现“有效供给”,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也就成为无源之水。 需

求是供给的动力,供给方通过识别需求来调整供给结构,进而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学术产品。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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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突发、利益需求多元不断凸显出现有学术解释力的苍白无力,亟待构

建能解释清楚并能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的话语体系。 因此,从需求出发,将学术平台建立在社会

现实之上,不断引导学术群体的入场,将知识供给进行有效凝聚,这是学术平台基于需求的有效

供给。
(三)制度角度:同行评议与学术资源的优化

制度建设是公共事务得以良性发展的支撑体系,良好的制度能促进公共事务向积极的方向发

展。 学术研究也应当注重制度所起的作用,尤其学术评价制度以及学术资源的配置制度对学术发

展起到基础性作用。 纵观世界各学术大国,他们的科研制度建设往往比较完备。 因此,需要通过构

建完备的科研制度建设来划清行政机构的权力边界。 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行政干预过

多可能会影响学术创新,但也不能否定行政权力在学术研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因此,要实现学

术的长足发展、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就应当将学术专业化凸显出来,让专业的人才

管理专业的队伍,充分发挥学术团队和行政团队的积极作用。
首先,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加快协同创新与新型学术共同体构建。 通常研究团队内部的异质性

与外部的同质性是一项学术研究取得创新的必要条件,这种团队管理的特殊性显示其专业性。 在

此,学术同行评议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术期刊作为同行评议制度的其中一个载体,充分

展现出它在学术质量把控上的权威性。 有学者指出,“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务

实地说,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学术论文的优劣标准” [24] 。 因此,通过期刊这个

载体来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发挥学术资源分配导向功能,将学术共同体搭建在同行评议之上就更具

影响力,更能形成多学科对话的话语体系。 最终能够实现学术话语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这
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的使命。

其次,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优化学术资源的分配,提升文化自信。 一般而言,行政权力

的宗旨是为各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但权力是一把
 

“双刃剑”,它本身具有的扩张延展性使得没有节

制的行政权力会侵害社会生活。 从学术研究的发挥历程来看,全能型的行政干预不利于学术的创

新发展,容易将学术“挟持”到行政体系中,成为服务一部分人的工具,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过

度的行政干预也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发展,可能会束缚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纯粹性”的追求,甚至挫伤

学术研究中的文化自信[25] ,进而很难形成以期刊为原点的学术共同体。 有些期刊也因为行政干预

过多而导致失去学术公信力,影响学界对期刊的“忠诚度”。 那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成为行政权

力服务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
(四)技术视角:以大数据应用提升协同力

毫无疑问,大数据在当今世界已经深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学术领域尤为突出,目前世界各

国无不将大数据视为自身的增长极。 我们迫切需要将大数据整合到学术研究中,将学术研究中的

分析、解释、预测、咨询、政策等集成化。 学术期刊为学术理论表达提供平台,学术共同体为学术期

刊提供持续性动力,这是今后学术领域众多组织融合发展的趋势。 而连接这些组织的链条就是大

数据,通过大数据可以将众多组织体系化,能够有效提升协同效率。
随着大数据的深入发展,知识的传播更加便捷、途径更加多样、领域更加广阔,同时也带来了传

播的碎片化,这是信息技术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同样面临这

样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目前学术期刊平台数据库 PC 端存在内容重复,缺少交流互动性,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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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内容局限、零散,操作不方便等问题” [26] 。 因此,大数据对于学术期刊的融合发展要起到桥梁

的作用,将期刊数据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进行。 期刊的大数据建设必然要将科研机构的学

科群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形成学科群带动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局面。 学术共同体利用期刊平台来构

建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将学术资源整合以不断提高学术国际影

响力,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学术信息获取、加工以及存储等进行集约化处理,充分实现各

学术群体的共建共享。 因此,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应积极探索新的转型模式,通过新的出版模式积

极推动学术期刊的转型升级以及强化与学术共同体的互动[27] 。

五、余论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既要进一步融入国际舞台,又要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积极参与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 这样的现实需求推动着中国学术界不断探寻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学术平台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

要支撑,推动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是一项紧迫任务。 纵观一些学术大国学术期刊与学

术共同体的发展,不难发现二者的融合度较高,容易形成完备的话语体系,并通过这些话语体系来

解释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仍有一些

学者倾向于以能否在国外期刊发表学术文章作为学术实力的评判依据;另一方面,我们虽有大量的

学术产出,但能够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高质量成果不多。 破解这一难题的一个可能路径就是

实现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有效整合学术资源,提高各群体在学术场域中的协同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期刊就是学术研究得以持续创新的载体和推手。 中国对外的故事没有

讲好,一个原因是原创性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阙如。 但我们应当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缺

乏这样的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完善的学术评价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研

究文化。 尤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功利主义”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学术研究的本真。 迫于各种原因,
有些学者不再将学术研究作为探究事物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事业。 这就很难形成学术期刊

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也很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面对这样的现实,
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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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strategy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the
 

once-

in- a - 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China
 

should
 

not
 

only
 

further
 

integrate
 

itself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ut
 

als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to
 

global
 

governance.
 

Such
 

practical
 

needs
 

promot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and
 

form
 

an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style.
 

Constructing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urgent
 

need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build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enhance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nhance
 

China 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ublishing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academic
 

journals
 

are
 

important
 

subjec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journals 
 

through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
 

academic
 

communities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groups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n
 

the
 

critical
 

041



赵　 超,等　 论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基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

period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have
 

inherent
 

coupling 
 

that
 

is 
 

academic
 

journals
 

need
 

to
 

integrate
 

into
 

academic
 

communitie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cademic
 

journals
 

platform.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has
 

practical
 

feasibility 
 

which
 

shows
 

that
 

academic
 

journal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can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journals.
 

The
 

heterogeneity
 

of
 

academic
 

journals 
 

the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academic
 

resources 
 

the
 

excessiv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academic
 

business 
 

and
 

the
 

difference
 

of
 

research
 

interests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integrated
 

at
 

the
 

demand
 

level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
 

demand
 

of
 

subject
 

groups.
 

At
 

the
 

supply
 

level 
 

an
 

academic
 

platform
 

based
 

on
 

the
 

demand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peer
 

review
 

system
 

and
 

the
 

academic
 

resources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t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should
 

be
 

taken
 

as
 

the
 

core
 

means
 

to
 

improve
 

the
 

synergy
 

between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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