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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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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摸清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的“家底”，运用统计方
法、网络调查方法、问卷调查和文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高校科

技期刊的历史与现状做了全面调查与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国高等学校；科技期刊；大学学报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ＹＡＯＹｕａｎ，ＴＡＮＧＸｉ，ＺＨＡＯＪｕｎｐｉｎｇ，ＧＡＯ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ＹＩＮＸｉａｏｒ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７１００６９，Ｘ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１８９７年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创办的《利济学堂
报》、１９０１年武昌湖北农务学堂创办的《农学报》和
１９０５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医、农
半月刊的创办，标志着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萌芽。在

此前上海圣约翰大学于 １８９０年创办的《约翰声》季
刊、苏州东吴大学堂于 １９０６年创办的《学桴》（又名
《东吴月报》）和西安西北大学于 １９１３年创办的《学
丛》（又名《西北大学学丛》）是最早的文理综合性大学

学报。在新中国最早创刊者为１９５０年３月在哈尔滨
创刊的《哈农学报》、１９５０年在北京复刊的《国立清华
大学工程季刊》和１９５１年５月在长春创刊的《东北师
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１４］。

１　高校背景与作者队伍基础

　　截至 ２００４年 ４月，我国高等学校的总数已达
１６０７所，共办期刊２７１２种，其中科技期刊１４９４种，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１２１８种，科技期刊占总数的５５％
以上。在中央部委和教育部所属的 １１１所高等学校
中，共办科技期刊５５１种，平均每校４．９６种。其中：非
教育部所属高校主管有１８８种科技期刊；教育部主管
有３６３种科技期刊。在地方所属的１４９６所高等学校中
共办有科技期刊１１３１种，平均每校仅有０．７６种期刊。

北京是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的中心，在属地登记的

科技期刊达１５８０种，占全国科技期刊总数的２９．３３％。

京津沪渝４个直辖市的科技期刊总数达２２１３种，占
全国科技期刊总数的４１．０８％。新疆、西藏、甘肃、宁
夏、青海５省区的科技期１６６种，仅占全国科技期刊总
数的３．０８％。看来，科技期刊出版的中心城市效应是
很显著的。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四川、陕西既为６
大高等教育基地，亦为高校科技期刊的主要出版地。

这６个省市共有高等学校４１９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２６．０７％，共出版高校科技期刊５６１种，占全国高校期
刊总数的３７．５５％。

调查结果说明了３个问题：一是高校科技期刊拥
有源源不断及庞大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而且是距

离作者与读者最近的一种期刊类型；二是高校科技期

刊稿源具有旺盛的供方市场和需方市场，是一个表现

出极强生命力的朝阳行业；三是高校科技期刊在我国

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在国家知识创新、民族自主创新

中，以及在高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和研究生的培养中

做出了巨大贡献，突出地表现了其强大的育人功能和

知识创新基地的功能。

２　高校科技期刊现状

２１　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　根据教育部科技司截至
２００４年底的统计数据，对总量以及创（复）刊年份、主
管单位、区城、语种、刊期、学科等的分布情况做了统计

分析。这个截止于２００４年底的１４９４种科技期刊总
量数据与新闻出版总署、科技部的统计和相关研

究［５６］略有出入，其中高校科技期刊总量为１３４７种，
二者相差１４７种。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的统
计，截至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我国共出版期刊９０７４种，
其中科技期刊５３８７种，占全国期刊总数的５９．３７％，
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２位。

我国科技期刊主办单位的分布情况如下：科研机

构，１３９９种，占全国科技期刊总数的２５．９７％；高等学
校，１３４７种，占２５．００％（如以教育部数据为准，则此
比例高出科研机构 ２百分点，达 ２７．７３％）；学会、协
会、研究会，１３３９种，占 ２４．８６％；其他（包括政府机
关、工矿企业、出版机构，以及不详等），１３０２种，占
２１．１７％。由此看来，科学院系统、高等学校系统和科
协系统大致形成了中国科技期刊“三分天下”之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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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最主要的３大出版系统。
为取得高校科技期刊的有关数据，我们委托清华大

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杂志社制作了专用程序，对高

校科技期刊的有关数据做了网上调查。调查所依托的

数据库已收入我国学术和技术类期刊的９５％以上，已收
入除休闲、生活类期刊以外全部期刊的８０％以上，故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共采集到１１６７种高校科技期刊的基
础数据，１２００余种高校科技期刊的总被引频次、１万
６３８４篇基金资助论文的数据和１万６３８４位作者的个人
被引频次、１２９０种期刊的２６７万４２５９篇论文总量数据
等。高校科技期刊全文进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总数为

１１６７种，占高校科技期刊总数的７８．１１％。数据库中的
真实数据会高于这个比例，误差是在利用专用程序调取

时形成的。我们还就管理情况做了问卷调查［７］。

２２　主管单位分布　在１４９４种高校科技期刊中：中
央部委主管者１８８种，占１２．５８％；教育部主管者３６３
种，占２４．３％；直辖市主管者８９种，占５．９６％；各省市
自治区主管者５６８种，占３８．０２％；本校主管者２５７种，
占１７．２％；其他为主管单位者２７种，占１．９４％。如果
粗略分类，则中央部委、教育部、直辖市主管的期刊为

６４０种，占总数的 ４２．８％，地方主管的期刊则为 ８５４
种，占总数的５７．２％。两者大致相当，地方略多于中
央所属期刊。教育部为最主要的期刊主管单位，其所

属的７３所高等学校，平均每校办刊近５种，而１４９６
所地方高校，每校平均办刊仅０．３８种；因此，教育部所
属高校是最主要的高校办刊单位，且这些高校多为全

国重点大学或“２１１工程”建设院校，故也代表了中国
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依托其主办的科技

学术期刊也相应地为高等学校科技期刊的代表。

中央部委主管的５５１种期刊中，“２１１工程”学校
主办的期刊为４８９种，占到８８．７％。其中：教育部主
管的３６３种期刊中，“２１１工程”学校主办的期刊为３６１
种，占９９．４％；另外，５５１种期刊中，主办单位为“９８５
工程”学校的有３０５种，其中教育部就占了２３９种。可
以说，教育部所属高校主办的期刊基本代表了我国高

校科技期刊的最高水平。

中央部委主管的期刊与其他部门主管的期刊在创

刊时间的分布上差别不大，其特点是，１９８１—１９９０这
１０年是各期刊创刊的高峰期，其次是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这３个阶段。另外，从
改革开放开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各省市区主管期
刊的创刊数量明显高于中央部委。

中央部委主管期刊的发行量整体较高，发行量低

于１０００册的期刊占 １３．１％，５０００～１万册的占
１５．６％，高于２万册的期刊占５．３％；在１４９４种期刊

中，发行量低于１０００册的期刊占４０．３％，５０００～１万
册的占７．６％，高于２万册的仅占２．３％。

由此可见，中央部委主管的期刊影响力相对较大。

２３　语种的区域分布　科技期刊语种与期刊的读者
范围和发行量，以及稿源都有关系。有人统计了

ＵＬＲＩＣＨ中的２万６６９５种科技期刊的语种情况，英语
期刊为１万７８７８种，占总数的６６．９７％，而非英语期
刊为８８１７种，占总数的３３．０３％［５］。可见在世界范围

内，以英语作为出版语言的科技期刊占有主导地位。

据统计，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我国有英文版科技期刊
１５３种［５］，其中：高校主办的 ６３种，占总数的 ４１％以
上；中国科学院主办的３０种，占１９．６０％。这说明高
等学校是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主要办刊单位。

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目前仍以汉语为主要语种，达

１３５２种，占总数的９０．５％，中、英文混合语种２８种，
加上６３种全英语期刊，亦仅占总数的６．０９％。另外，
有少数民族语种期刊１５种。

从全国科技期刊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也大致与高

校相当。在全国５３８７种科技期刊中，共有５１７８种用
汉语出版，占总数的９６．１２％，高出高校６百分点。目
前，仅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蒙古语和藏语等

少数民族语种的科技期刊３３种，仅占总数的０．６１％。
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我国已有英文版科技期刊１７４种（在
北京出版的有９５种，与上海、江苏、湖北构成英文版科
技期刊的主要出版地，占到总数的７３．１８％），占科技
期刊总数的３．３２％。高等学校英文版科技期刊的比
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２倍［８］，成为我国办英文版科

技期刊的主力军。

在１４９４种高校科技期刊中，英语和混合文种数
量较少，分别有６３和２８种，而这２种文种主要集中在
中央部委主管的期刊中，其中英语为４７种，混合文种
为１８种，占到了其总数的７４．６％和６４．３％。
２４　刊期分布　刊期反映了期刊的出版周期。目前，
世界上科技期刊最常见的为季刊、月刊和双月刊，也有

１年出版 １６０期者，或者 ２年、３年出版 １期者。对
ＵＬＲＩＣＨ中２万６６９５种科技期刊刊期分布的统计结
果［５］如下：少于７ｄ者１５７种，占总数的０．５９％；周刊
４７８种，占１．７９％；半月刊７１７种，占２．６９％；月刊５
７４９种，占２１．５４％；双月刊５１５１种，占１９．３０％；季刊
７２４１种，占２７．１２％；半年刊２６３８种，占９．８８％；年刊
２５３５种，占９．５％；多于２年者１６７种，占０．６３％；不
定刊期者１８６２种，占６．９８％。其中月刊、双月刊和季
刊总数为１万８１４１种，占到总数的６８％以上。由此
看来，这３种刊期可大致适应全世界不同地区主要科
学技术学科发展速度或传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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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科技期刊刊期的统计结果表明，截至

２００４年底，有：半月刊２５种，占总数的１１．６７％；月刊
１７５种，占１１．７１％；双月刊 ６１３种，占 ４１．０３％；季刊
６０４种，占 ４０．４３％；半年刊 ３８种，占 ２．５４％；年刊 ２
种，占０．１３％；不定刊期期刊为０。其中月刊、双月刊、
季刊总数为１３９２种，占到总数的９３．１７％，显然为刊
期的主类型。在这３种刊期类型中，双月刊和季刊大
致相当，共为１２１７种，占总数的８１．４６％。从地区分
布来看，刊期明显地呈现出由东部—中部—西部的依

次递减势态，尤其是东部与西部间差异显著，如月刊，

东部几乎为西部的 ３倍，双月刊、季刊均为西部的 ２
倍。由此看来，刊期的长短，与所处地域的经济和科学

技术发展水平是大致相当的。

全国科技期刊刊期的总体情况如下：半月刊１２５
种，占总数的２．３２％；月刊１５４４种，占２８．６６％；双月
刊２１４８种，占 ３９．８７％；季刊１３９６种，占２５．９１％。月
刊、双月刊、季刊亦为主导刊期，与高校科技期刊的刊

期情况大致相当，但全国科技期刊月刊的比例几乎为

高校科技期刊比例的３倍；因此，高校科技期刊整体上
出版周期较长。

中央部委主管期刊的刊期相对较短，其中：双月刊

最多，占５０．５％；半月刊占２．４％，高于１４９４种期刊中
的比例１．７％；季刊比例为２７．８％，远低于１４９４种期
刊中的比例４０．４％；５５１种期刊中没有年刊和不定刊
期期刊。

２５　学科类型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高校科技期刊的
学科分布明显地以综合性自然科学为主，达４７４种，占
总数的３１．７３％；其次为工程技术，２３８种，占１５．９３％；
医药科学 ３９３种，占 ２６．３１％；农业科学 ８８种，占
５．８９％。我国高校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的比例，远远
高于ＵＬＲＩＣＨ中世界综合性科技期刊仅占总数的３％
的比例，这与英国综合性学术期刊或纯粹学术期刊［９］

多为高校主办的情况大致相当。

在全国５３８７种科技期刊中：工业技术类数量最
多，达１８２８种，占总数的３３．９３％；高等学校这类期刊
的比例仅为全国比例的一半，然而，高校医药、卫生类

期刊占全国此类期刊的 １／３以上，所占的比例为
２６．３１％，却要大于全国１９．５３％的比例。高校农业科
学期刊较少，仅占全国５３３种此类期刊的１６．５１％。

综合性大学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和理工院校的

综合性工程技术学报几乎占一半，构成了高校科技期

刊的主体阵容。医、药和农业科技期刊仅占总数的１／
３。这种结构已与我国高校的学科结构、科研机制、教
师考核机制、研究生教育模式等形成了水乳交融之势。

绝大部分学报大致与所在学校科学研究水平呈“水涨

船高”的关系，成为高校教学与科研的窗口。另外，也

有一些学报，如《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等积

极与本校的科学研究主方向或学科特色相结合，成功

地走出了一条特色化或准专辑化办刊之路［１０］。

中央部委主管的５５１种期刊中：学术类和技术类
占绝大部分，分别为７３．５％和１７．８％；在１４９４种高校
科技期刊中，１３种检索期刊全部由中央部委主管，而
其主管的科普期刊占科普类期刊总数的５２％。可见，
中央部委主管的期刊类型分布相对比较合理。中央部

委主管期刊的学科类型分布是：医药类、自然科学类、

工程与技术类、其他类、农业科学类期刊所占比例分别

为３３．９％、２５．２％、２４．９％、９．３％、６．７％，而所统计的
１４９４种期刊中以上学科类型分布分别为２６．３％、
３１．７％、１５．９％、２０．１％、５．９％。由对比可知，中央部
委主管期刊医药科学类所占比例较大，且主要为前３
类期刊，农业科学类和其他类期刊所占比例较小。

３　结语

　　高校科技期刊构成了距离高校作者和读者最近的
一种期刊类型，与高等教育构成水乳交融的势态，成为

教学科研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在高等教育发展、民族

自主知识创新、高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与研究生培养

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突出地表现出强大的育人功能和

知识创新园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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