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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稿源的可持续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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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质稿源是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决定因素，而优质稿
源应具有可持续的特性。根据编辑工作实践，提出科技期刊稿

源可持续性经营的３条途径：编辑应密切关注并正确把握学科
的发展脉络；编辑要与科学研究人员保持深入、有效的联系；要

让刊物切实成为值得信赖的创新成果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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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期刊的竞争日益激烈，而竞争的实质就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２００４ ＧＨ ０６２）

是优质稿源的竞争。优质稿源是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

决定因素，是形成科技期刊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因此，

稿源建设是当前科技期刊竞争战略的重中之重，稿源

策划在当前科技期刊策划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技

期刊的优质稿源除了丰富、学术水平高之外，还应该具

有可持续特性，可持续的稿源是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

的保证。拥有可持续性的稿源是科技期刊应对同业竞

争的需要，也是科技期刊稿源建设的主要目标。针对

科技期刊稿源建设问题，已有文献［１３］做过不同层次

的探讨，本文则从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创新的角度，对科

技期刊稿源的可持续性经营问题做一阐述。

１　密切关注并正确把握学科发展脉络

　　科技期刊的创办是为了满足科学交流的需要，同
时它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一

部科技期刊史，也是一部科学发展史。科技期刊与科

学研究活动的良性互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

一份高质量的科技期刊，一方面要客观地反映学

科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利用其对科学话

语权的掌控，来引导学科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最终促

成学科的成熟与完善。从科技期刊出版的角度来看，

科技期刊编辑只有认真跟踪本学科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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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

办刊理念办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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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并正确把握本学科的发展脉络，才能对学科的生

长点了然于胸［４５］。编辑依据学科发展的现实适时地

调整组稿重点，确定形成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报

道方向，使刊物在及时有效地传播科学信息的同时，实

现稿源的可持续发展。

如《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安全工

程》特色栏目，目标是反映我国煤矿安全技术研究成

果。为了确保刊物的理论性，也为了促进由河南理工

大学开创的“瓦斯地质”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刊

物的组稿重点曾一度放在煤矿瓦斯赋存特征及预测的

理论研究方面；然而，近年来由于受煤体结构复杂性及

研究手段局限性的影响，这一学科方向的研究进展缓

慢，理论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编辑部认真分析

了这一情况，及时调整栏目的报道重点，将只重视瓦斯

地质理论调整为瓦斯地质基础理论与具体瓦斯治理手

段并重。刊物组稿重点的“转向”，提高了稿件的“技

术”含量，促进了煤矿的安全生产，得到了煤矿现场人

员的一致肯定。同时，由于刊物在组稿上放弃了以前那

种“唯理论是瞻”的情结，来自专业研究机构的技术性稿

件不断增加，使该栏目的稿源呈现良好的态势。

实践表明，科技期刊稿源的可持续性经营需要编

辑当好本学科发展的“观察员”。为此，科技期刊编辑

要重视提高自己的科技哲学素养，力求建立与本学科

相匹配的思维方式，这样才有可能准确地预见学科发

展的基本走势，才能发现学科发展中潜含着的创新，编

辑通过对这种创新的引导与培育，就会使刊物占尽科

技创新成果报道的先机，获得可持续的稿源。

２　与科研人员保持深入有效的联系

　　在现代科技期刊办刊理念中，为保证刊物办刊目
标的实现，那种坐等来稿的传统工作方式已被编辑摒

弃，代之以编辑依据办刊宗旨与报道计划，进行主动的

稿源挖掘［６］。科技期刊编辑只有与科学研究人员保

持深入、有效的联系，才能接触到本学科前沿的源头活

水，实现稿源建设的最终目标。科技期刊编辑与科研

人员的联系主要有以下２条途径。
１）科技期刊编辑要实现与本学科相关科研机构

的深入交流。科技期刊要获得可持续的稿源，就需要

科技期刊编辑与活跃的科研机构建立起有效的联系。

首先，科技期刊编辑要密切关注国内各类、各层次

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本学科课题在国内的分布，尽可

能地掌握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具体情况，争取与课

题负责人建立起联系。

其次，科技期刊编辑要深入到课题组，争取与科研

人员建立起真诚的合作关系。对课题组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要建立快速处理通道，并通过开辟《研究简报》

与《研究快报》等类型的栏目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为科

研机构争取科研成果的首报权［７］。

近年来，《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编

辑与建立于河南理工大学的河南省火灾防治重点实验

室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对该实验室承担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及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给予了高

度的关注，编辑部尽可能地提高该实验室成果的发表

速度。据统计，《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

《安全工程》栏目近２年刊出的该实验室的稿件，发表
周期平均只有８０ｄ，其中１篇有关化学灭火添加剂灭
火效果研究的稿件及１篇有关含添加剂细水雾熄灭油
池火机制的稿件，都是编辑与科研人员一起加班整理

成文的，发表周期都在 ３０ｄ以内。这 ２篇文章刊出
后，很快就引起反响。目前《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已成为该实验室发表成果的主要刊物之一。

２）科技期刊编辑要提高参加本学科学术会议的
实效。目前来看，在不少专业学术会议上都能看到科

技期刊编辑的身影，但是，如何提高编辑参加学术会议

的实效，如何实现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促进刊物稿源建

设的目标，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保证参加专

业学术会议的实效，编辑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会议的专业相关性。参加的会议应

该与刊物报道方向一致，这样的会议才对刊物有用。

第二，要对学术会议的规格、会议质量有所了解。

当前各类学术会议种类繁多，编辑应尽可能地选择那

些学术含量高、会议传统好的专业学会组织的会议。

第三，要认真做好参会准备。在参加会议之前编

辑应该通过会议主办方了解参会人员的大致情况，这

样就会有的放矢。

第四，要重视会间讨论。会间讨论中专家之间的

互动交流，最有可能碰撞出创新的火花。笔者在一次

全国瓦斯地质会议的会间讨论中，了解到一位一直从

事煤矿现场瓦斯防治工作的技术人员在瓦斯防治方面

有所研究，但因其观点与传统观点不一致，一直得不到

认可。笔者果断地将他的论文带回请专家审查，并与

他建立了长久的联系。目前《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已经发表了他的４篇学术论文，另外有３
篇文章也已通过了审稿与修改。反馈信息表明，他的

成果虽说从理论上难以解释，但在煤矿现场却很

“管用”。

３　让刊物成为值得信赖的创新成果交流平台

　　科研人员在选择科研论文的投向时会特别注意以
下２个方面：一是刊物的总体质量高，在专业领域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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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威性，他们把在这类刊物上发表成果视为一种很

高的荣誉；二是刊物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学术成果交流

平台，刊物对稿件取舍的唯一标准是稿件质量而不是

其他［８］。显然，科技期刊稿源的可持续性经营，首先

要求刊物不断提高质量，树立权威地位，以此来吸引科

研人员的关注，其次要求科技期刊编辑把握创新至上

的选稿原则，对科研人员的创新观点给予应有的尊重。

为此，可将以下２个方面作为切入点。
１）努力构建刊物特色。当前科技期刊要实现在

竞争中立足并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就需要走专业特

色之路［９］。科技期刊在对信息的传播上应独树一帜，

要集中刊物现有的资源与力量，在某一个学科甚至学

科的某一方向上做深、做实、做透，使刊物成为学科领

域不可忽视的信息载体，成为相关科研人员关注的焦

点。国内科技期刊不少是通过设置特色栏目来构建刊

物特色的。特色栏目由于信息集中、知识点密集，容易

引起专业人员的注意，也能满足科研人员希望成果能

被更多同行了解的心理需求。

从稿源可持续性经营的角度来说，科技期刊在设

置特色栏目时要认真调查与科学论证，要对栏目的目

标作者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注意栏目的名称要科学，栏

目的内涵与外延要明确，以免影响作者与读者对栏目

的认知，影响作者投稿。科技期刊的特色栏目会吸引

同一学科研究方向的稿件向栏目集中，形成栏目的信

息优势，给刊物的稿源带来正效应；但须注意稿源的

“同质化”现象，即稿源主体内容的雷同，因为特色栏

目的稿件学科方向集中的特点会使作者的选题集中，

作者群也集中。为此，编辑要加大对同行评议质量的

控制，以保证栏目文章真正具有独创性。

２）重视开展学术争鸣。科技期刊开展学术争鸣
不仅能彰显刊物的开放气质，使刊物增强活力，从而吸

引科研人员的注意，而且因为争鸣会不断吸引科研人

员加入其中，所以必然会激活稿源。此外，由于争鸣性

稿件探讨问题的目的明确，同时科研人员会被争鸣氛

围所激励，容易形成创新效应，所以争鸣性稿件的学术

含量往往较高。

为提高学术争鸣的质量，第一，编辑要具有对本学

科领域科学研究活动的关注意识，努力提高对热点问

题的感知能力与理解能力，同时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学

术眼光，形成较强的问题意识，从而能够准确地提出争

鸣“焦点”。这类焦点可能与科学规律只有一步之遥，

通过学术争鸣，突破思维的壁垒，就会获得最后的

真理。

第二，编辑要注意对学术争鸣的引导。编辑选择

的有争鸣价值的问题会起到一种晶核作用，不断吸引

争鸣性稿件；但同时要注意，学术争鸣只有形成真正的

学术对话，才能保证争鸣的有效性，才能推动学科出现

实质性进展。如果学术争鸣只是为了争鸣而争鸣，为

了交锋而交锋，长此以往，只会让那些真正做学术的科

研人员渐行渐远，给刊物的发展带来损失。

第三，编辑应将创新性作为选稿的唯一价值取向。

编辑要在理念上摒弃旧见，尽力给创新观点提供一种

适合的土壤，给各类创新性观点以最大的包容。特别

要注意的是，科技期刊编辑在组织学术争鸣的过程中

应该体现出“无我”的姿态，选稿中的先入为主及个人

倾向性，必然形成对不同观点的压制，导致科研人员对

刊物丧失信心，刊物的稿源失去可持续性。

４　结语

　　科技期刊的稿源建设对科技期刊的发展意义重
大，而科技期刊稿源的可持续性经营需要科技期刊编

辑付出长期的努力。在办刊过程中，科技期刊编辑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优化自己的创新素质［１０］，

并始终如一地把稿源的可持续性经营当作一个重要的

课题来研究，力求形成刊物稿源经营的“马太效应”，

最终实现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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