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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高校学报存在的同质化现象，引入企业竞争
战略理论———差异化战略，提出高校学报实施差异化战略的思

想。高校学报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主要步骤是，结合本校的学科

优势合理定位，设计完善差异化，最终形成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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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高校所办期刊共有２５００多种，约占全
国期刊总数的１／４，其中大学学报１７００种左右，占高
校期刊总数的６７％，平均每所高校有１．２６种［１］。高

校学报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时期内发

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

校学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出现了同质化的现

象［３］。具体表现为办刊理念趋同，办刊体制、运营手

法相似，内容是封闭式的大拼盘。

差异化战略是企业获得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

键，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主要步骤为：选择合适的定位；

设计差异；持续不断地完善差异［４］。本文针对目前高

校学报的同质化现象，引入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差

异化战略，探讨高校学报持续发展的战略。

１　高校学报的优势定位

　　定位是旗帜，是灵魂，没有准确的定位，差异化战

略无从谈起［５］。目前大多数高校学报定位含混或雷

同，没有明确的办刊理念和宗旨，没有明确的目标受

众，更谈不上市场定位，很多学报间刊名上只能体现校

名之别，而看不出内容和主旨之差。

依据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职能，我国高等学校明

确分为３大类［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专业性应用型大

学或学院，职业性技能型高职院校。高校学报的定位

与高校层次、类型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高校学报，定位也应有所不同，各高校学报

应结合本校的学科优势来定位。

１１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报的优势定位　综合性研
究型大学包括传统综合性重点大学和新兴综合性重点

大学，这类学校学科全、基础好，具有雄厚的学术实力。

这类高校学报完全可定位为：做大做强学报，即依

托学校雄厚的学术实力和稳固的作者队伍，再努力拓

展外向发展空间，进一步挖掘刊物自身的学术特色，在

保持综合性期刊性质的基础上独树一帜；故这类高校

学报应以编发高水平学术文章为主，站在学科前沿，以

学术创新为发展方向，争取在国际学术期刊市场上取

得竞争优势。

例如，《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虽是自然科

学综合类学术性刊物，但学报被国际权威检索文献数

据库ＣＡ、ＳＡ、ＭＲ、ＧＲ、ＥＩ等收录，是国内自然科学综
合类学科的核心期刊，其被引用率、影响因子等在国内

综合类学术期刊中都名列前茅。

１２　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学报的优势定位　专
业性应用型大学以前多是单科性学院，学科发展不均

衡，弱势学科科研能力较低。如果办成综合性学报，其

弱势学科缺乏对学术界的吸引力，吸收不到优质稿件，

硬是要作为学校的窗口来办综合性学报，展示的就不

是本校的长处，恰恰是弱处。

这类高校学报的定位，不宜在学科上求大、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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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俞涛，张高明，王道平．论出版生态系统［Ｊ］．湘潭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９（６）：１５４１５８

［３］　吴志慧．学术期刊中学术失范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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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学校科研工作的长期发展规划，形成由基础学

科、主干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等组成的栏目体系，舍弃

或压缩自己的弱势学科栏目，配合学校的发展需求，有

重点地突出学校优势，突出本校的独创性。在此基础

上依托本校的优势学科吸引校内外相同学科的优秀稿

源，使同类高校的学科资源不断进行整合，最终办出各

自的个性和特色。

例如，《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先后由《镇

江农业机械学院学报》《江苏工学院学报》《江苏理工

大学学报》发展而来。该学报结合本校的重点优势学

科———农业与机械工程、车辆工程进行定位，已被列为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 ＥＩ核
心期刊。

１３　高职高专类高校学报的优势定位　高职高专类
高校主要是培养面向生产和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实用人

才［７］。与上述２类大学相比，高职高专学校的教学、科
研力量还有一定的差距，创新能力不足。

此类高校学报的定位，应偏重于技术应用。应在

鼓励和提倡创新的基础上，突出实用性技术特色，在技

术应用、技术创新以及解决生产发展问题上做文章，也

包括人才培养上的教育教学特色。

例如，２００８年《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被评为高
职高专学报核心期刊，该学报结合学院的办学特色和

区域文化特色进行定位，推出的《高职教育研究》《洞

庭湖研究》《技术与应用》等专栏，引起了全国学术界

的重视。

２　差异化的设计

　　差异化的设计是建立在定位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贯穿于高校学报编辑出版发行的整个过程。高校学报

不是党报党刊，也不是大众消费类期刊，它的不可替代

性和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它的学术性［８］；因此，高校学

报在选题以及栏目设置方面做文章，做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精，不失为一条实现差异化战略的捷径。

２１　开辟特色栏目，体现差异化　目前许多高校学报
尤其是自然科学版学报栏目设置雷同，基本涵盖本校

的各专业，数目较多，特色不明。栏目是学报内容的表

现形式，是学报性质、任务和个性特点的集中体现；而

特色栏目是学报的“拳头”产品，是学报最重要的无形

资产［９］：因此，学报要在满目众多的期刊中体现差异

化，就必须对栏目的设置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学报中开

办１个或２个特色栏目，进而使特色栏目带动整个刊
物学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声誉的扩大。

在特色栏目的确定上，应根据本院校的情况，发挥

自身的特性和优势，突出自身的强项，即以本校的优势

学科或重点学科为依托，建设特色栏目，而且将特色栏

目摆在突出的位置，实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的研

究，做到专题化、系列化和纵深化，在文章的深度、广度

及前瞻性上，弘扬学报的特色和主旋律。这样就可形

成一种优势，以这一优势去吸引和积聚读者群，去开拓

和占领市场。

２２　广集学术精华，保证差异化　同其他学术期刊相
比，高校学报尤其是自然科学版学报有相当数量的作

者是本校的，但是，仅靠校内作者的投稿难以保证特色

栏目有高水平的、充足的稿源。广集社会学术精华，兼

收并蓄，才能提升品位，长久保持学报内容的差异化。

为此，在优质稿源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学报编辑在努

力留住校内优秀稿件的同时，应根据专栏选题主动出

击，广泛地吸引校外作者的高水平稿件。

首先，学报编辑要摒弃传统封闭的办刊观念和

“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的狭隘功能定位，树立开放办

刊的思想观念，眼光不要囿于各专业研究所内，把组稿

的范围扩大到国内甚至海外，密切关注关系到学报发

展的特色学科、重点学科建设的校内外相关专家、学

者，并实行优稿优酬，吸引他们参与，从而逐渐形成一

支实力雄厚的研究力量。

其次，学报编辑部应建立作者数据库，详细收录每

个作者的重要信息，便于查询、选择、培养作者，从而形

成一个庞大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

２３　集群发展，凸显差异化　集群是以某一特定产业
中的大量企业高度集聚为标志，集群能产生强大的聚

集效应，易使企业获得差异化优势，从而形成强劲的、

持续的竞争力［１０］。

据统计，“九五”期间，共有４０６所高等院校合并
调整为１７１所。高校合并后，学校科研实力增强，学科
门类齐全，重点专业学科优势突出。一些合并后的高

校对所主办的期刊进行了整合，组建了期刊社或期刊

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学术期刊集群。从出版形

式上看，集群中的学报可通过学术期刊的专业结构调

整和资源整合，采取多版出刊，或专业期刊与学报并存

等形式，即高校学报出版不再是以自然科学版和社会

科学版２大类为特征，而开始向多版种，或多版种加专
业期刊的形式发展，进而体现学报的优势与特色，凸显

差异化，提升学报核心竞争力。

例如，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

科学校合并后，组建了重庆大学期刊社，共由５种刊物
组成的学术期刊集群，并很快产生了集群效应。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在首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
评比中，《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被评为精品期

刊；在第３届全国社科学报评比中，《重庆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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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土木建筑

与环境工程》是 ＥＩ收录期刊、ＣＳＣＤ核心期刊和中文
核心期刊。

３　差异化的完善

　　差异化战略需要不断完善，不能抱有一劳永逸的
思想；因为差异化的风格虽然在短期内无法模仿，但并

非永远无法克隆［１１］：因此，高校学报要想获得持续的

生命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要不断地完善

差异，最终才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学术期刊。

３１　引入竞争机制　在我国，出版业既是文化事业也
是文化产业，也就是说出版业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同时，还必须遵循市场运行的

规律。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律，出版业就不可能和谐地

运转。

高校学报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

实现差异化战略，也必须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引入竞争

机制；但是，目前很大一部分编辑同人认为高校学报因

为拥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不存在竞争也用不着竞争，致

使学报编辑的差异化意识淡漠。学术质量是学报的生

命，高校学报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引入竞争机制并不是

一味地去追求经济效益，而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社会效

益。例如，引入学术竞争机制，实行校内外稿件平等对

待、学术至上的原则，通过内外学术质量的良性竞争，

实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目标，从而使高校学报的差

异化得到不断地完善。

３２　追求市场满意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市场
的竞争日趋激烈，优胜劣汰已成为必然，任何产品，不

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学

报是作者和读者的中介。一方面，作者需要通过学报

及时发表和交流教学成果、科学发现，传播和普及科技

知识，推进教育和科技进步；另一方面，读者需要学报

以了解教育、科技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学习新的知

识。可见，学报的市场主体是读者和作者，学报唯有全

面面向读者和作者，发表高质量的文章，提供最及时的

服务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读者和作者的满意度是学

报差异化实现的标尺。

为此，学报编辑除了必须具备较强的稿件鉴别能

力和语言文字加工能力、计算机和网络的操作能力之

外，还必须具备学术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选题的策

划与决策能力、稿源的开发与组织能力、产品的宣传与

营销能力，以更全面地、更周到地为读者和作者服务，

从而提高读者和作者对学报的满意度。

３３　建立形象识别系统　目前高校学报普遍存在千

刊一面，封一封四稍加利用，封二封三大多空白一片的

状况。虽然学报差异化战略的重点是内容的差异化，

但也不能忽视形式的差异化；所以，高校学报要注重装

帧设计，追求封面设计角度的差异化，建立自己的形象

识别系统，从而使学报在作者、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优异

的形象，而且把这种形象植根在他们的心目中。

学报是学术性很强的期刊，有时在封面构图上无

法用具体的图形表示，而可采用文字构图。如《深圳

大学学报（理工版）》２００５年的封面中，就采用了“宝
地”２字，“宝”是古典、儒雅的隶书风格，“地”却带有
行书的味道。这不拘一格的字体组合，既印证了深圳

这块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宝地所具有的兼容性与

开放性，也喻示着深圳大学宽松与自由的学术氛围，学

报倡导交流与争鸣的办刊思想。

４　结束语

　　高校学报要解决同质化的问题，就必须实施差异
化战略。学报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在结合本校学科优势的同时，也必须遵循市场运行规

律，引入竞争机制、追求市场满意度，才能使高校学报

差异化最终实现优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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