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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报功能的价值约束与创新 

刘敢新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重庆 400044) 

摘要：高校学报作为科技期刊的重要价值主体，在社会文化的选择、创造、积累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 

而，高校学报固有的封闭性、从属性也决定了其存在保守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校学报必须改革开放 ，全面创新 ， 

方 能谋 求更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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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alue Binding and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Jounrnal’S Fun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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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vaulable main body，the journal of universi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election，creation，accumulation 

and spread of social culture．But its confining and subordinate quality determines its coservatlve qu ality．With the coming of the time of knowl— 

edge economy，the journal of university should reform and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nnovate in an all-round way 80 as to strive large devel一 

叩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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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 即将步 人 以智力 资源 的 占有 、配置 ，知识 的 

生产、分配、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 

济的功能 一价值体系中，信息技术，生命技术等高科技的迅 

速产业化是其时代特征之一。因而社会必然 日益凸显高变 

化性 ，高竞争性 、高创造性 、高合作性和高冒险性。可见，创 

新是未来社 会 的核心 ，人类 的未 来离 不 开创造 。所 以，面 对 

新世纪的挑战，高校学报在众多科技期刊竞争中，在知识经 

济的浪潮中唯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

、 学报在期刊 中的价值 定位 

高校学报在社会文化的选择、创造、积累和传播过程 中 

已经或正在作出重要贡献，为个体知识的群体化 、社会化提 

供了广阔的价值空间。据统计，截止 1998年，国内统一发行 

的高校人文类学报 320种，自然科学类 550种 ，其中有 55种 

文科学报 自1991—1996年转载率平均超过 30％，在全国百种 

重点社科期刊中，学术理论类共 15家，而高校文科学报 占有 

3席。在 1996年全国第二届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中，自然科学 

高校学报获奖率 占学 术期刊的 50％以上 。可见 ，学报无 论数 

量，还是学术质量，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繁荣学术氛 

围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近年来，高校学报 

与其它文化 、娱乐性期刊相 比，似乎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难 

以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出现质量滑坡 ，这应该引起学报界 

的重视 和反思 。 

二、学报功能的价值约束 

实践证明，高校自办学报，有利于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 

提高，其强大的生命力及学术质量得到了广大学者及社会各 

界的认同，但学报内容庞杂，选题雷同，体系封闭，机制僵化 

等已严重制约了学报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造成 了高校学报社 

会化功能的价值约束。 

封闭性 学报作为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窗 口和交 

流的桥粱 ，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但其办刊思路往往受制于学校的办学思路，普遍存在一种为 

“本校教学 、科 研和 管理 服 务 ，充 分展 示 本校 教 学 和科 研 成 

果”等思想，无形中形成 了以内稿为主，立足本校的办刊宗 

旨。使学报游离了社会文化出版的大系统 、大格局外 ，人为 

排斥学报的社会性 、开放性。其表现形式 ：其一，作者来源单 

一

。 学报作者大多来 自本校以及其它部分高校及少数研究 

机构或行政事业单位 ，其中，不泛有“人情稿，关照稿”等，而 

本校论文很大部分为职称评定作准备，理论说教浓，实践性， 

可操作性差，欠缺独创性和理论深度。加之，不少校 内高、 

精、尖科研成果纷纷转投校外专科期刊，学报缺少一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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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品。因而，导致学报整体质量下降，重点栏 目不突出，学 

术研究无特 点。其 二 ，学报 发 行量 小 面窄 ，市场 狭小 。一方 

面 ，高校 学报专业 不专 ，特 色晦 涩 ，内容 空 洞 ，且 缺 乏社会 共 

同关注的亮点和社会服务功能，难 以满足广大受众的求知、 

求新 、求异和休闲娱乐等各种需求 ，对社会普通读者少有吸 

引力，难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高校学报编辑专家 

意识过浓 ，对出版缺乏全方位的认识，仅满足于定期出刊，而 

忽略与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和对出版大系统的规律的研究，人 

为造 成学报系统与 出版 大系统的隔绝 。 

从属性 学报建制一般从属于高校某一部 门，建制小， 

人员紧缺，在高校内部缺少 自主权，甚至孤立无援。此外，尽 

管学报作为社会重要的科技成果源，但科技成果始终处于主 

导地位。科研人员支配着全部科枝成果，而学报历来都是为 

人作嫁衣 。处 于非常 被动 的从 属地位 ，编辑 劳动 价值 被人 忽 

视 ，导致学报 主体困惑 ，学报编辑缺乏应有 的价值归宿感 。 

保守性 高校学报根植于高校得天独厚的知识学术优 

势，得到各学校的财力扶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很少经受 

真正的冲击 ，甚至不存在生存危机。因此，学报管理层缺少忧 

患识和市场理念，甚至缺乏面对市场的勇气，进而缺乏读者 

意识。学报基本没有出版策划，编辑 、经营相互脱节，造成刊 

物从形式到内容呆板单一 ，缺少新意 、生机、个性 、风格和精 

品。另外 。学 报运行 机 制缺 乏活 力 。选稿 、审稿 、编辑 各 环节 

因受“内稿优先”的影响缺乏公平竞争，文稿质量滑波，学术 

论文应有 的新颖 性 、独 特性 、严肃 性 和严谨 性 受到很 大 的 冲 

击。再则 。高校普 遍 重视 科研 和教 学 ，学报 编 辑工 作 只是教 

学和科研工作的扩展和延伸，学报编辑活动具有明显的不确 

定性，学报编辑更是一个变数 ，往往忽视编辑业务的提高，而 

让位于学术地 位 的追求 。加之 ，学报 经费 紧张 ．学 术资 料匮 

乏 ，编辑参加学术 交流 和业 务学 习 的机会 很少 ，无 法 及时获 

取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同时，学报编辑人员工作强度 

高，责任大，但普遍属于低收入 阶层，因此，更多关注的是 自 

身生活、工作条件 的改善，而对工作 只求平稳，不求创新进 

取 。 

此外，学报的长周期性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周期 

越长，时效性就越差 ，对社会热点问题反应滞缓，从而难 以引 

起普通读者的关注。 

三、创新对于学 报功能的价值释放 

在变化快捷 、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学报在期刊大系 

统中的竞争也趋白热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期刊 

市场也将与国际接轨，学报在期刊市场的应有份额将受到前 

所未有的冲击。市场竞争残酷无情，面对存亡的选择。学报 

唯有创新 ，创新是学 报 发展 的价 值起 点 ，也是 学报 功能 凸显 

社会化价值的保证。 

第一 ，创新观念 。 目前 ，学报 编辑大 多缺乏 自主性 、积极 

性和创造 性 ，当然更 无 危 机 意识 。但 学 报编 辑 工作 的 节奏 

性，使办刊呈现出高强度性 、连续性 、周期性和系统性。在编 、 

印、发等环节表现出更紧密的一体化联系。客观上要求学报 

具有一个灵活的，具有较快反应功能的管理机制和相应 的激 

励机制。因此，学报应科学策划引入市场理念 ，编、印、发全面 

向市场运作靠拢 ，对学报编辑人员除编辑业务工作要求外， 

鼓励其积极 投身市场 ，参 与学报 的市 场经 营 ，逐 步使学 报 市 

场化。 

创新学习观念 知识经济打破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模式， 

给人以一种全新的、全方位的思维和观念。因此，作为编辑 

应该适应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紧跟时代步伐 ，加强学习，加 

快思想观念更新。首先，学会用知识经济的科技发展观认识 

转型期间社会现象，如职工下岗、企业减员应该是当代科学 

技术迅猛发展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对于下岗 

职工应孩正确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技能培训 ，以适应高新技术 

岗位的需求。其次，更新原有知识结构。知识经济时代，生 

命科学 、环境科学、太空技术、信息技术等学科群的产生对我 

们原有知识体系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只有系统 、全面地学 

习知识经济有关知识 ，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经受 

知识化 、信息化 、自动化和智能化 的挑 战。 

创新工作观念 进入 2l世纪，网络及信息技术正触及社 

会各领域。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已使全国学术期刊联为一 

体成为可能，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同时，网络使编辑和作 

者建立起快捷联系，甚至远距离实时对话 ，快速、准确、高效。 

另外。编辑工作“无纸”化指日可数。学报可以通过网络上网发 

行将影响扩大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因此，学报编辑必须根本 

传变传统的工作观念，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 

创新办刊观念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高校 

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日益频繁。传统的 

以我为主，排斥他人的封闭观念已成为学报发展的绊脚石， 

开放的体系呼唤开放的观念。服务学校及地 区经济发展并 ’ 

不排斥对外交流和协作。学报服务学校教学、科研在于扶持 

重点学科和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而非纯晋级 

论文的集大成。高校是众多科技发明的策源地和科技成果 

的集散地，但高校众多的科技成果与社会隔绝。因此，高校 

学报可 以特定栏 目，充 当科技成 果转化 的 中介 。在服 务社 会 ，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提高学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 

从中得到一定的经济实惠。同时，还可定期刊载学校学术动 

态和学术活动，介绍学术尖兵。从而提高学报的社会关注程 

度 ，进一 步拓展学报发展 的空间。学报 的发展 必须融入 市场 

大系统，因此有条件的学报可走集约化道路，彻底摈弃“一校 

一

刊”的封 闭式 办刊模 式 。在一 定范 围 内选 择 同类 高校 横 向 

联合，形成教学 、科研集团，统筹安排，各 自利用 自身优势，承 

办某一单科学报，使内容单科化，创立品牌期刊，形成拳头优 

势 。合理配置现有 资源 ，各单 科学 报交 叉 出版 发行 ，缩 短周 

期，提高时效 ，增强触及社会热点的敏感度。特别是当前大 

批高校合并重组(如新重庆大学 ，八个期刊)应立足已有各刊 

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不适时机重组，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依 

靠整体优势向市场扩张。依法开展市场化运作，在市场化整 

合中激活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以集团为外在形式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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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方向发展，突破学报办刊的传统观念，树立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盈的市场化观念。 

第 二，加强学 报 管理 。作 为一 种特 殊 的物 载精神 产 品， 

产品的质量是社会认同 的唯一依 据。 因此 ，加强 学报质量 管 

理是学报管理的核心，其质量管理 内容包括导向正确、内容 

真实 、文字规范 、印刷清晰 ，依 法 出版。质量管理 的 内容涵盖 

了学报 出版的各 个环 节 ，是对 审稿 、选稿 、编辑 、校对 、印刷 、 

编务 的全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 。首先 ，对“导 向正确 、依 法 出 

版 、内容真实 ”三项 定性 指标 ，严 格实行 “零指 标”考 核 ，决 不 

允许有任何差错。对文字规范、印刷清晰等指标严格控制在 

国家新闻出版标准之内，各环节层层落实责任 ，严格质量管 

理。同时，正确处理好指导性与可读性 、学术性与通俗性 、真 

实性与时效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学报质量是形式 和内容的统一 ，学报封 面形象 及版式 力 

求高雅、优美、规范。内容力求多出精品，形成特色。不可否 

认 ，学报的生存和发展首先在于学术质量 的高低，高质量的 

学报才能真正起 到传 播最新 科研 成果 、记 载 科学 发展 历史 、 

积累文化结 晶的作用 ，才 能在 服务 社会 的过 程 中融人 市场 ， 

最终步入市场，才能实现学报社会价值和 自身价值的统一 ， 

以及生产价值 和消费价值的统一 。 

质量管理是基 础 ，而 人才 管理 是核 心 ，高水 平编 辑 队伍 

建设是编辑部人才管理的终极 目标。首先，编辑人员的政治 

理论和道德素养 是学 报办 刊 的基本 素质 ；其 次 ，实践 能力 和 

业务水平是编 辑的 基本要 求 ；其三 ，学 术造 诣或 研究 能力 是 

编辑更高层次的素质体现，也是编辑工作 的必然要求。为 

此，学报编辑部队伍建设应重点促进规范化管理，加强政治 

理论 、形势教育学 习和法 律法规 研究 ；选 送 人员 参加 业 务理 

论 和技能培训 以及学术 研讨 会 ，提 高编辑 人员业务 水平 和学 

术水平 。此外 ，加 强作 者群 建设 ，强大 的作 者群 是学 报 发展 

的基石 ，学报编辑要 主动 发现 和培养 有潜 力 的作 者 ，可 以通 

过组织座谈 ，联谊 等活动 沟通 与作 者 的联 系 ，培植 自己的作 

者群 ，以刊育人 。 

第三，创新机制。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创新是社会 

发展的灵魂。面对市场 ，学报编 辑部 的管理水 平 、刊物特 色、 

编辑素质等是影响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学报要在 

2l世纪谋求 大发展 ，必须摆脱旧 的运作机 制。建立 反映编辑 

价值的激励机制 ，调动全体编辑 的积极性 。如 在编辑 部 内部 

实行 目标责任制，鼓励编辑学习提高。由于编辑工作的特殊 

性 ，有别于教学 、科研 人 员的工 作性 质 ，因此 ，学校 及 上级 主 

管部门应单列进行“优秀编辑，优秀工作人员”的评优活动， 

从而鼓励编辑在完成本职工作 前提下 ，刻 苦学 习，钻研 业务 ， 

拓宽视野，弘扬爱岗敬业精神，形成良好的出版氛围，以适应 

瞬 息万变的知识 经济 的客 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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