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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期刊评估看我院学报的现状和发展 

胡玲玲 ，许征尼 ，王 雨。，张兰娜 

(1．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学报编辑部，天津 300384；2．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图书馆，天津 300384； 

3．天津市西青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天津 300380) 

[摘 要】 通过三次天津市科技期刊评估，从办学宗旨体现政治导向、内容质量体现学术水平、编校质量体现编辑水平、排印 

质量和管理质量体现综合效益四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的发展变化情况，并根据国家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导向作 

用 。即更加重视规 I的学术质量 ，结合学院实际提出了六点对学报将来发展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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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0fjournal of TIUC from poi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assessment 

HU Ling-ling ，XU Zheng-ni2，WANGyu3。ZHANGLan-na 

(1．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TIUC。Tianjin 300384．China；2．Library。TIUC。Tianiin 300384。China； 

3．Xiq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Supervision Station。Tianjin 300380。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 Of TIUC is analyzed ftom the point 0f three—time sessm印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 

odicals of T'mnjin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pIlrp。se for running a school~ odying politicaJ guidance。content and quality reflecting 

academiclevel。thequalityof editing standing foreditoriallevel，the qualityoftypesetting and printing andthelevelofmanagea'~ent deciding 

compreh~rsivelmmefits．Six—pointtentative plansfor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the Journal are pmpo~dinthelight ofthe reality ofthe 

Institute。according tothe state’Sguiding rolesforthe scientific andtechn ical periodicalsli．e．paying nloreattentiontotheacad~ iequality 

of periodicals． 

Keywords：iourml；asses&neflt of scientific andtechnical periodicals；academic quality；index system；i~ nat characteristics 

从 国家及天津市这些 年来对期 刊的发展 导向看 

(特别是加 入 WTO 后 )，今 后 刊物 的发展趋 势是 更 

加重视 学术质量 ，其 评估 指标 体 系中的学 术分 值所 

占比例也 将 由现在 的 40％增 加到 60％甚 至 70％， 

这将 在 2004年 的 期 刊 质 量 评 估 中 有 明确 的 体 

现【1 J。分 析 我 院学 报 自 1995年 公开 发行 以来 经 

过 的三次评 刊情况 ，可 以清晰地看到《天津城市建设 

学 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 )几年来发生的变化 ，从 中 

找 出规律性 的东西 ，同时结合 学院现状及 发展 趋势 ， 

提 出个人 的几 点拙见 。 

一

、《学报》的现状分析 

为 了与 天津 市 期 刊质 量 评估 标 准 的分项 相对 

应 ，拟进行 四个方面 的分 析。 

1．办刊 宗 旨体 现 政 治 导 向 

《学 报)1995年公开发行 以来 ，在 三次天 津市 的 

科技期刊评 估 中 ，都 未 出现 过任 何 政 治 质 量 问题 。 

办刊人员始终坚持科学 严谨 的工作作风 和理论 联系 

实际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办刊方针 ，“遵 守 国家 

有关 法规 、政 策 和编 辑 职业 道 德 ，刊 物政 治 质 量 良 

好 。未发现失密现 象。”编 辑 部能 够把提 高社 会 效益 

放在首位 ，从而使学报一 直保 持学术氛 围浓 ，保持版 

面设 计规 范 、美 观、大方 、简洁的风格 。 

2．内容 质 量 体 现 学 术 水 平“ 

统计 1995--2002年 在 《学 报》刊发 论 文 的有关 

信息 ，《学报》的学术 水平 有 了 明显 的提 高 。具 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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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见 表 1。 

从 表 1数据 可 以看 出 ，随着 学院科 研实力 的不 

断增 强 、学科建 设的 日趋完善 ，《学报》对外影响不断 

扩大 。1995年全 年在 《学 报》发 文 的校 内外 作者 比 

为 0．82：0．18(4．6：1)，校 外作者 仅 占 18％ ，到 2002 

年校 内外作者 比为 0．59：0．41(1．4：1)，校外 作者 已 

占到 41％，外 来稿提高 了学 报 的知名度 ；高 、中职称 

比也 由 1995年 的 0．16：0．84上 升 到 2002年 的 0． 

26：0．74：博 士 、硕 士 、本 科 比由 1995年 的 0：0．15： 

0．85上升 到 2002年 的 0．18：0．38：0．44，高职称 、高 

学历作者 显著增加 ；基 金论文数 由 1995年的 3篇增 

加到 2002年 的 12篇 ，论文 的学 术质量有 了很 大 的 

提高 ，并且有 国家级基金项 目论文在《学报》上发表 ； 

刊发 论文数 由 1995年 的 62篇／年提 升到 2002年 的 

73篇／年 ，增大 了信 息 量 。从 上 述 几 组统 计 数 字 即 

可得 出 ，《学报》的总体学 术质 量有 了十 分 明显 的提 

高。 

表 1 1995--2002年在《学报》发表论文统计情况 

， 毒 总笆者 所占的比 基金论文 

⋯ 匕例 、 数／篇 校内外比例 (含初级) ：：、 ～ ” 
职 称 比例 ’ 一 

3．编 校 质 量体 现 编 辑 水 平 

从第 一次《学报》参 评评 委 的意见 “在编 排标 准 

化 和编辑加 工等方面 还有 较大差 距 ”到 这次 评估 其 

编辑加 工质 量评 审得 30分 (总分 35)，就充 分反 映 

出编辑加 工水平有 了极 大的提 高 ，从 中也反映 了《学 

报》编辑人员 已从 最初 的 以“流动人 口”为 主(多为兼 

职 ，且 中级职称 居多 )完 全转 向 了“固定 人 口”(专 职 

且均 为高级职称者 )的变化过程 ，稳定 的编辑 队伍使 

学报 逐步走上 了稳定 发展 的道路 。体现在编辑水平 

明显提高 ，刊物 的差错率 明显减少 ，刊物 的编辑质量 

大有提高 。2001年 年底 ，《学报》荣获全 国首届《C 

— CD规范》执行优 秀 奖 ，标 志着 编辑 人员在 编辑 规 

范方 面成效 显著 ，也 体现 了编 辑工作 的特 点 ：严谨 、 

认 真 、仔 细 、求 实 、踏 实 。 

4．排 印质 量 和 管 理 质 量 体 现 综 合 效 益 

从 1995年公开 发行 来 ，《学报》在 整体 版 本 、版 

面上有 了一个质 的飞跃 ，充 分体 现 了《学报 》在板 式 

设计上 日趋科 学 、规范 、合 理 、美 观 ，版权 页 、目次页 

内容完全符合标 准 ，四封设计庄 重 、大方 。在 不断改 

善 刊物 的装 帧质量 、排版 印刷水平 的 同时 ，《学报》也 

加强 了内部 的规 范化 管理 ，规 范了“三审 制”，严 格执 

行从编辑部初审 到专 家复 审 ，再 由学科 组预 审 到编 

委会终 审 ，层层把关 。编辑部 工作既责任到人 ，又相 

互配合 、协调交叉 ，使《学报 》无论是社会 效益还是经 

济效益都获得 了双赢 ，具体数字见表 2。 

表2 《学报》社会效益的有关统计情况 

从表 2数据 的变化趋 势 即可 看 出 ：《学 报》发 行 

范 围不断扩大 、数量 不 断增 多 ，外 来 稿率 逐年 增加 ， 

外来稿件 的地域 分布 愈来 愈广 ，被 收 录检 索数据 库 

逐 年增加 ，这些都能 充分 体现《学报》总体效 益在 逐 

渐 提 高 。 

二、学报今后的发展设想 

1．重视 和加 强 对 高 水 平 论 文 的约 稿 工作  

基 于 学 院 目前 的 科 研 现 状 ，校 内 的 基 金 项 目论 

文数 较 少 ，而 基 金 项 目论 文 的 多 少 在 相 当程 度 上 反 

映 了《学报》刊发文章 的学 术水 平 ，且基 金项 目论 文 

的 比率大小 (占刊发 文的 比例 )将 直接影 响到《学报 》 

的学术质量分值高低 (其 分值 占到学 术 总分值 的近 

1／3)，因此必须 重视 和 加强 对校 内外高 水平 文章 的 

约稿工作 (尤其是基金项 目论文 )。如对所有校 内基 

金 项 目课 题 研 究 要 跟 踪 报 道 ，及 时 反 映 本 校 科 研 动 

态和进展 ；充分发挥编委们在相关领 域 的辐射作用 ， 

亲 自撰稿或约请 同行 专家 赐稿 ；积极 参 加有 关学 术 

活动 ，了解科研动态 ，组 织相关稿件 ；校际联合 ，互相 

推荐稿件。同时对这类论文 的发 表要 制定相应 的鼓 

励政策 ：优先 发表 ，稿酬从优 ；校外稿件 版面费减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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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内稿件发表 ，在职称评定 、评选先进等方面给予政 

策倾斜 (与人事处 、科技处联合制定相关政策 ){5-6]。 

2．努 力打造《学报．》自身的特 色 

高校学 报能否生存 ，能否很好 地发展 ，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 于其特 色 。要 形成 《学报》的特色 ，必须 了 

解学 院的发展走 向和 自身 学科 设 置特点 ，尤其 是重 

点扶植 学科 和发展学科 的特 点 ，然后 通 过《学报》的 

内容 和栏 目来 体 现其 特色 。明确特 色之后 ，即要对 

优势 学科和重点专业进行组稿 、约稿 (包 括约请校外 

同行 撰稿)。根据 特色重新设置《学报》的栏 目，体现 

新颖 、贴切 的原则 。我 们在 结合学 院原 有学科 优势 

和在 积极努 力创办 国内第一所城 市大学 的主导思想 

下 ，《学报》的栏 目设 置有城市科学 、建筑科 学与土木 

工程 、材料科 学与工程 、能 源与环境、经济与管理 、信 

息科 学与技术 、基础科学等 。特色一旦确定 ，就要通 

过编辑们长期辛勤 的工作 ，按既定 目标持之 以恒 ，而 

不 能朝秦暮楚【7 】。 

3．制 定 对 获 奖论 文 的 奖励 政 策 

编辑部 建立 两年一次 的优 秀论文评选制度和进 

行每年一次 的对 获奖文章及 国内外大型数据库 收录 

的统计工作 (包括被文摘 收录的统计 )。在争取 院方 

资金 和政策支 持的前提下 ，借鉴其 他院校经验 ，制定 

评优标准和 奖励 办法 ，以此鼓 励校 内广 大教 师踊跃 

投稿 ，并能将高质量 稿件 投 到《学 报》，同时也 为《学 

报》编辑部 积累评估 、年检 素材 。 

4．严格执行 编校程序 ，建立刊后 审读机制[1O-l1] 

编辑加工和文稿校对是整个 出刊过程 中的重要 

环节 ，编辑部 能最 有效 地控 制 和把握 的就是 整个 编 

辑加 工过程和 校对 环节 了。建立 刊后 审读制 度 ，是 

及 时 了解 出刊过程 中各个 环节的质量控制情况 的有 

效 方法 ，特 别是对编辑 和校对两个环节 的信息反馈 ， 

以便 分析影 响质量 的原因 ，从而调整工作方法 ，不断 

提高编辑业务水平 ，提高校对质量 ，使刊物在编辑和 

校对这两个环 节上达到最佳 。 

5．进 一步扩大《学报》知名度 ，力争进核心刊 

自 1995年《学报》公 开发行 以来 ，编辑部 已经做 

了大量 的 工 作 ，陆 续 加 入 了《中 国学 术 期 刊 (光 盘 

版 )》、《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库》、《中国期刊 网》、《中国 

学术 期 刊综 合 评 价 数 据 库 》、“万 方 数 据 资 源 系统 

(Chinalnfo)数字 化期 刊群”、《中国核心 期 刊 (遴 选 ) 

数据库 》等 大型检索系统 ，在很 大程度上扩大 了学报 

的知 名度 ，提高 了学院在社会上 的影 响 ，但 距离进核 

心期 刊仍 有一定 的距 离 。要 想早 日实 现 目标 ，一是 

必须努 力提高 自身 的办刊水 平 ，二是 积极 争取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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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门的认 可 ，实行 内外“两条腿”走 路。 

6．以人 为本 ，完善 管理 ，提 高综合 效益【l 

只有 坚持 以人为本 ，才 能使 编辑 部形 成一 种高 

效 、有机而和谐 的工作氛 围 ，提高综合效 益。要实现 

这个 目的 ，首先应重 视对 编辑人 员 的岗位培 训 和综 

合素质 的培养 、提高 ；其 次 ，要结 合实际完善管理 ，如 

有关业务方 面的“三审一定 ”制 、定 期刊后审读制 、编 

辑人员 岗位 培训制 、优秀论文评 审奖励办法 、有关职 

业规范方 面的编辑 人 员工作 程序 、有关 管理 方 面 的 

编校人 员奖惩 办法 、岗位 目标 责任制等 。 

通过对《天津城市建设学 院学报》几 年来 发展情 

况 的分析 ，我们深刻 地认识 科 技期 刊评 估对 学报 发 

展 的导向、促进作用 ，现实而远见地规划 《学报》未来 

的发展 ，制定切实而 可行 的提 高《学报 》质量 的具 体 

实施 办法 ，是编辑人员应有 的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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