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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高校科技期刊的地位与功能

许宣伟　刘　波　康祝圣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６１００５４，成都）

摘　要　分析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阐述高校科技期刊在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认为高校科技期刊在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中应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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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

　　国际上对国家创新体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ＮＩＳ）的系统研究始于１９８７年，英国学者费里曼在
研究日本经济起飞的经验之后，正式提出了国家创新

体系这一概念，将创新活动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理论

进行研究。１９９６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在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是一

个重要的经济决定因素，这种结构由工业界、政府和学

术界之间在发展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关系构

成”［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兴起，
国家创新理论成为知识经济思想的核心理论，其内涵

包容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及观

念创新等主要内容。１９９７年底，中国科学院根据我国
的国情和科技发展目标，提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２００３年６月，我国政府制
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对我国ＮＩＳ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２］。

ＮＩＳ的概念在我国普遍认可的是由与知识创新和
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所构成的网络系统，具体

来说ＮＩＳ就是一种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内容

就是科技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以及政府机构

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技术知识在

整个社会范围内循环流转和应用的良性机制。在实际

生活中，ＮＩＳ具体表现为一国境内不同企业、大学和政
府机构之间围绕着科学技术发展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

网络机制，而且各不同行为主体为发展、保护、支持和

调控那些新技术进行着各种各样技术、商业、法律、社

会和财政的活动［３］。而高校科技期刊作为知识和科

技信息流动的重要载体，在 ＮＩＳ中显而易见地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２　高校科技期刊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地位

　　ＮＩＳ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
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是由其相关机构和组织构成的

网络系统。ＮＩＳ建设的核心其实就是形成产业界、学
术界和政府交互作用的网络，以共同推进新知识和新

技术的创造、传播和应用，而知识的传播系统是知识创

新体系重要的支持系统，是知识创新的资源，也是 ＮＩ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系统中高校科技期刊作用于

方方面面，是连接过去创新与未来创新的桥梁，是科技

创新传播与应用的中介和载体；所以说高校科技期刊

是传播科技创新知识的主渠道，定位于 ＮＩＳ的知识传
播系统，在传播这个环节上发挥其作用。

第一，高校科技期刊是 ＮＩＳ建设中知识传播的枢
纽。知识创新的成果如果不公开发表就不属于整个社

会，起不到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国家知识创新能力的作

用。知识创新成果无论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还是以专

利的形式发布，都能把有用的信息保存下来，通过不断

积累，为后人的知识创新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知识信

息库，为其知识创新活动打下基础；而高校学术期刊是

知识创新成果的主要载体之一，具有贴近科研一线、信

息灵通、报道及时等特点，在ＮＩＳ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第二，高校科技期刊是ＮＩＳ系统整体性能的反映。
ＮＩＳ中的产业部门、政府机构和高校在科学技术的发
展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这种联系知识和技术的

传播能力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影响经济，更关系到

整个国家的命运。系统内部的交流是否通畅，以及相

互影响情况和合作状况均能反映在高校科技期刊的报

道之中。由系统论关于系统均具有层次性、目的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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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结构和功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以及系统方法寻

求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整体优化的基本思路所给的启示

说明，高校科技期刊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子系统，必须打

破部门分割和条块分割，打破知识与技术论文分类报

道的过多限制，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出版方针，力求创造一种开放的生动活泼的创

新环境［４］。

３　高校科技期刊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功能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建设 ＮＩＳ的战略基点，
而高校学术期刊在ＮＩＳ中属于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
用系统，具有以下几项特有的功能。

３．１　提高知识分配力　传统理论坚持知识的生产、传
播和应用的线性关系，比较强调知识的生产；但从 ＮＩＳ
理论出发，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之间存在着交互作

用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不论是知识的生产还是知

识的传播和应用，往往是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相

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通过促进知识的生产、扩

散和应用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学习得以实现，创新也是

在这种交互学习中得以完成的；另一方面，促进知识在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仅要强调社会的知识生产力，而

且要强调社会的知识分配力。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

扩散与知识的生产同样重要，以致于人们把创新体系

中的“知识分配能力”作为区分不同经济形态的重要

标志之一。这里的“知识分配力”指的是“确保创新者

及时获得相关知识的能力”或“通过增进对现有知识

的转移、转化和获取，从而支持提高扩散及使用知识的

过程的运行效率的系统能力”。

提高知识分配力的内在要求，使得在 ＮＩＳ中对知
识流的分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方面，而高校科技期

刊是知识流动的很好的载体，也是创新知识流动的主

要渠道，具有提高知识分配力的功能。高校科技期刊

在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模仿创新以及基础研究创新

转化为应用技术创新方面更自觉、更有效地发挥了导

向作用，可以突破阻碍知识流动的瓶颈，不同程度地提

高了知识的分配能力。

３２　整合不同主体间知识的生产和应用　高校科技
期刊的作者群中既有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

者，也有大中型企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既是知

识创新的主体，又是知识应用的主体。前者主要起知

识创新的作用，而后者主要起知识应用的作用。高校

科技期刊可架起双方沟通的桥梁，发挥整合不同主体

间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的功能。

在ＮＩＳ中，以公共研究所和高等院校为核心，政府
科技管理部门、研究委员会、科学基金会以及支持性基

础设施、研究基地（如各类学科的模拟实验室、“科学

城”、“知识工厂”等大规模网络矩阵式的研究中心等）

共同参与的科学共同体是新知识的生产者。新知识的

产生是科学共同体大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科学共同

体内部互动机制的形成依靠的是学术上的交流与合

作，能够承担知识创新所需要的学术交流任务的则主

要是高校科技期刊；这是因为高校科技期刊的宗旨就

是有意识地追踪报道重大科研课题、重大基金项目和

学科前沿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有关资料显示，科技

创新知识有７０％首先发表在高校科技期刊上，有的学
科领域甚至超过９０％［５］。

在创新知识的应用层面，企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员通过高校科技期刊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结合企业

中的工程技术难题，可以有效地组织攻关，提高生产效

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高校科技期刊是知识创新

与知识应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使工程实践与基

础理论相结合，解决企业的现场难题，促进企业的技术

进步与创新，起到了整合不同主体之间创新知识生产

和应用的作用 ［６７］。

３３　促进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有效流动及整合　促进
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流动及整合，由此提高创新的绩效，

是建设ＮＩＳ的重要任务。科技部原部长朱丽兰曾指
出：“在我国的现行科技体制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不足，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研分散，重复多于分工

合作。”这些问题造成科技成果的使用效率低，知识和

技术资源流动不畅和过于分散，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

创新能力的提高。

作为 ＮＩＳ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科技期刊掌握科
研前沿动态，以传播知识创新成果、帮助创新实现、寻

找创新突破口、开辟创新领域为己任，不仅成为各学科

科技信息的中心和集散地，而且是科学思想的交流阵

地、科学方法的示范阵地、科学问题的争鸣阵地。通过

高校科技期刊的交流，知识创新者能及时吸收新的知

识养分，活跃思维，引发智力上的碰撞和创造火花的迸

发，从而诱发创新成果的诞生。通过高校科技期刊的

交流，各创新主体获取和使用包括国内国外有用知识

的能力得到增强，可以把增进知识存量与盘活知识存

量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此外，高校科技期刊作为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使

用者的中介，可以使知识创新成果得到提炼、加工和

提高，其组织、整合功能使知识创新成果极大地增值。

这是其他任何传播工具所不具备的，也是在诸多的信

息传媒中，高校科技期刊备受知识创新者重视和信赖

的重要原因。

３４　培养创新型人才　在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

１２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１卷

时代，新技术、新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已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源泉，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国际竞

争异常激烈，各种形式的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

争、教育的竞争。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一项要求高、难

度大的复杂工程；但是，只要我们找准立足点和突破

口，它又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科学创新的关键问

题是需要有一个肥沃的土壤，即人才成长和科学创造

的环境”，所以，环境和机制是人才成长和科学创造的

基本条件，是原始创新的基础［８］。而高校科技期刊可

以营造一种不拘一格培养和发现创新人才的氛围。对

于年轻学者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高校科技期刊有

利于扶植年轻作者，有利于鼓励创新，有利于创新型人

才的脱颖而出。

高校科技期刊还可以激发人才的创新能力，它为

科研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科技信息。对于多数人而言，

撰写论文是主要的科研实践之一，他们通过撰写论文，

优化了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学术水平，培养了创新

能力。高校科技期刊还是信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信息

源，具有“信息库”“思想库”的作用。在知识经济社会

中，科技信息已成为比材料、能源等自然资源更为重要

的资源，国际间经济势力的竞争更多地依赖于对科技

信息的创造、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加工、应用和再生

产的能力。

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历史一再证明，科研人员

在完成他们生产知识的创新成果中，都不断地通过期

刊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获取新信息，打开新思路。任

何一种创新知识，都不可能从天而降，都需要经过一定

的知识和技术积累，需要一定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社会

背景，而高校科技期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知

识氛围［９］。如果一个科研人员不善于通过期刊自觉

学习和吸收新的知识和技术，不善于捕捉新的信息，要

迅速提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４　结束语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完善产学研高效互动的 ＮＩＳ，而高校学术期刊在
ＮＩＳ建设中属于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既有
提高知识分配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作用，又有整合不

同主体间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功能，还有促进知识和技

术资源有效流动及整合的特点；所以，高校科技期刊应

该为知识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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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０，１１（１）：２５

［６］　黄劲松，彭超群，苏慧，等．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学术期刊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１，１３（５）：２４９２５０

［７］　辛明红，孙辉，郭景富，等．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期刊的功
能与建设［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０，１２（３）：１６９１７０

［８］　李政．试议国家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相互
关系［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８（３）：１１

［９］　刘俊．高校学报与科研人才的培养［Ｊ］．武汉科技学院学
报，２０００，１３（４）：９８１０１

（２００８０９２４收稿；２００８１１１４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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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位科技期刊编辑入选“２００８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
　　本刊讯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中国校友会网大学
评价课题组正式发布《２００８（第２届）中国杰出人文社
会科学家研究报告》。该报告由中国校友会网、《大

学》杂志和《２１世纪人才报》等机构联合完成，这是课
题组连续第２次发布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报
告。开展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遴选工作，目的在

于促使国家及社会各界尽早遏制普遍存在的“重理轻

文”现象；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评价

和引进人文社会科学人才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为考

生及其家长在选择就读高校及专业、选择研究生导师

提供参考。

本届遴选共有８６８位杰出学者榜上有名，其中５
位科技期刊编辑入选“文学·新闻传播”学科，他们

是：陈浩元（北京师范大学），任胜利（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科学基金杂志部），肖宏（中国药理学报杂志社），

王立名（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游苏宁（中华医学

会杂志社）。

（凌　彤）

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