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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高校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现状和新的出版形势，
分析高校科技期刊的办刊优势与影响力，提出高校科技期刊出

版的４种模式：学术与经营分离，基本维持现有体制，与校内出
版单位整合，独立设置科技期刊出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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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系统主办的期刊一样，高校科技期刊多数

只有编辑单位，而无出版单位。期刊的组稿、编辑、排

版、印刷、发行、上网服务等基本由校内非独立法人的

期刊编辑部（有的称期刊社、杂志社、期刊中心等）负

责。随着《期刊出版管理规定》［１］于 ２００５年开始实
施，尤其是近年来针对报刊出版体制改革的文件或言

论日益增多［２８］，关于高校科技期刊深化改革的研究

也日显迫切。本文依据期刊改革要“分类指导，区别

对待”的原则，对高校科技期刊的未来出版模式作一

初步探讨。

１　高校科技期刊的基本情况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现更名为中
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调查发现，截止到２００５年底，
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共１６８２种［９］。另据中国科技信

息研究所统计，在２００５年全国４７５８种科技期刊（未
含军队主办的期刊）中，高校主办的有 １２１６种［１０］。

综合以上资料，结合近年来我国期刊的审批情况，可以

说，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包括有ＣＮ号并冠以校名的
６００种左右自然科学学报［１１］）大体占全国科技期刊总

数的１／４～１／３，已成为我国科技期刊的 ３大群体
之一［１２］。

目前我国拥有２２６３所（含民办独立学院３２２所）
大专院校，其中本科院校１０７９所，从事科研活动的有
６００多所。高校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总量一直呈稳定的
增长趋势，２００８年达７１．８万人。高校科技经费总量从
２００３年的２５３．３亿元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６５４．５亿元，实
现了１５８％的增长；２００８年高校的年科研经费占全国的
１４．２％。高校发表的学术论文数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２００３年的３８．７万篇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６６．１万篇，其
中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从４．２万篇上升至
１２９万篇，增长幅度超过２０７％。２００９年高校两院院士
６４７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３４２人，占全国的３７．７０％，
中国工程院院士３０５人，占全国的２５．８９％［１３］。高校是

我国基础研究以及学术成果产出的重要基地，是科技期

刊重要的稿源基础。高校具有明显的办刊优势［１４１５］。

长期以来，高校科技期刊依托学校，或面向行业，

或面向区域（地区，省市自治区），或面向全国乃至世

界，发表了大量科学研究成果，为知识积累、学术传播、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高校发展，为促进科技进步和国

内外学术交流，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发挥了十分

积极的作用［１６１８］。

２　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模式的选择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高校科技期刊特殊的历史
和现实原因，结合国际上部分科技期刊的出版经验，我们

认为，高校科技期刊主要有４种可供选择的出版模式。
１）学术与经营分离。高校科技期刊的主体是学

术期刊，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可以大体分为学术

与经营工作。所谓学术工作，包括期刊宗旨和范围的

确定、编委会的组建、组稿约稿、审稿、定稿、文稿编辑

加工等；经营工作则主要涵盖排版印刷等生产业务、印

刷版和网络版的发行业务、版权许可业务（单篇或整

刊）以及与期刊相关的衍生业务。虽然学术和经营在

有些环节、有些时段有交叉，但总体还是可分的。学术

工作可由高校期刊的编辑部负责，经营则可由专门的出

版单位负责。这里的出版单位主要指有出版资质、实力

雄厚、网络平台影响较大、符合改革方针政策的机构。

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是发挥高校和出版单位２个方面
的优势和积极性，节约资源，优势互补，把学术优势和经

营优势最大化，实现期刊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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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的投稿、审稿、编辑、校对和发行越

来越依赖网络。网络发行收入在期刊经营收入中所占

的份额也越来越大。现在国内很多期刊的网络发行都

是由专门的机构负责的，按合同约定分配利益，部分实

行了学术与经营分离。总体来看，单个编辑部无力也

无必要建设强大的网络发布平台，具备实力的出版单

位也没有能力把触角伸到各个学科。国际上很多出版

公司都以合同约定的形式，在一定年限内出版经营学

会、高校、研究院所拥有的期刊。比如英国查尔斯沃思

集团旗下的Ｍａｎｅｙ出版公司，就曾出版经营英国皇家
材料学会的１３种期刊。类似的例子在斯普林格、爱思
唯尔等国际知名出版公司也很容易找到。

２）基本维持现有体制。拥有期刊主办权的高校
基本都是事业单位。像高校这样基础研究能力强、成

果多、作者队伍庞大（高校教师、研究生是科技期刊尤

其是学术期刊的主要供稿者）、读者众多（高校教师、

研究生同时是科技期刊的主要读者群），且办刊人员

充足、经费充裕，办刊经验丰富、水平普遍较高，主办期

刊只有一两种的事业单位，符合我国有关期刊编辑出版

的政策规定，继续由校内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期刊是完

全可行的。这种模式尤其适合那些对社会效益的要求

远高于经济效益、本校又没有出版社的高校。国外一个

研究所、一个学会主办１种或几种期刊的例子也俯拾即
是，如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主办有《森林综合研究所研

究报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ＳＳＮ０９１６４４０５），皇家苏格兰林学会
主办有《苏格兰林业》（Ｓｃｏｔｔｉｓ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ＳＳＮ００３６
９２１７），欧洲基因疗法学会主办有《基因医学杂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ＳＮ１０９９４９８Ｘ），等等。

必须指出，基本维持现有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永

远不变。随着科研成果发表途径和利用方式的日新月

异，高校科技期刊的办刊理念、技术手段、管理模式也要

随之更新。其中，期刊的准确定位、编辑出版发行的网

络建设、用人机制的改革尤为重要。不同的学校对期刊

的要求必然不同，各种要求都无可厚非：可以以发表本

校成果为主，也可以发表校内外甚至国内外最新成果；

可以继续办“校名＋学报”的期刊，也可以将学报改造成
专业期刊或创办新的专业期刊。期刊编辑出版者既要

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又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学科优势

与特色，力求使高校科技期刊与学校的水平相当、层次

相应（如能超越更好），为维护高校的学术声誉作出应有

贡献。

３）与校内出版单位整合。长期以来，高校出版社的
出版业务一直是以图书和音像出版为主。随着高校出

版社体制改革的深入，已转企改制的出版社也逐步表现

出拓展业务的需求。尝试在一个主办单位内实现出版

资源整合，也是高校科技期刊出版的一种选择。显然，

选择这种模式的前提是本校必须有出版社。这种模式

的好处是：可以从学校的角度兼顾学术和经营，实现期

刊编辑部和出版社的一揽子改革。

在一校内整合出版资源又可以分为２种类型：一种
是期刊编辑部整体划归出版社，从学术到经营都由出版

社统一安排，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已经采用这种模式；另

一种是学校与出版社之间实行“学术与经营”分工，学术

组织仍然留在校内，由编辑部配合主编和编委会负责，

而期刊的经营业务由出版社承担。与校内出版单位整

合这种模式也有弊端：一是绝大多数高校没有出版社，

二是对于采用第１种类型的模式，科技（学术）期刊社会
效益的愿景与改制后的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愿景容易产

生矛盾。

４）独立设置具有法人资格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
在期刊改革的大形势下，少数有愿望、有能力的高校，可

以基于其期刊编辑出版现状和前景，依据相关法规的规

定［１，１９］，申请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期刊出版单位。

这种模式有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经营得法则可做

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收；但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高校早已清理整顿校办企业，再申请成立企业性

质的期刊出版公司，学校会有很多顾虑；一校一个出版

单位，只出版１种或几种期刊，难以形成经营规模；再
说，这种小规模的出版单位不易获得批准；如果这种出

版企业设立过多，政府主管部门将来也不好管理。

３　结束语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数量多、情况复杂，期刊出版模
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改革决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本文提出上述４种模式，只是供高校科技期刊编辑出
版工作者在思考期刊深化改革时参考，并希望引起讨

论。高校有办学自主权，也有在国家法律和政策框架

下选择最适合自身实际的期刊出版模式的自主权。

我们深信，高校科技期刊出版模式会不断创新，不

断改进与完善，适应国家期刊改革发展的大方向，高校

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质量和经营水平一定会在改革中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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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的 最 高 处

袁　桂　清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当你能忍耐寂寞而又无悔自己的过去，
珍惜编辑岗位的现在，

相信自己编辑工作的未来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境界的最高处；

当你深知期刊的平台会成就你，

读者作者信任你，

编辑的平淡无闻不会埋没你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职业的最高处；

当你捍卫和尊重科学精神，

恪守学术与科学防线，

勇于承担编辑的社会责任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道德的最高处；

当你树立正确的编辑服务意识，

承诺对作者负责，

坚持让读者满意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理念的最高处；

　　当你以选题策划为先导，
驾驭并引领学术发展方向，

实现期刊的“双效”“双爱”目标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经营的最高处；

当你不满足于单纯文化积累，

勇于追求编辑创新思维与创新研究，

实现学术创新和知识产出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价值的最高处；

当你以无愧编辑岗位之情向后看，

以编辑的更高理想之愿向前看，

始终不停前行的步伐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追求的最高处；

当你用编辑的奉献与宽厚之心向下看，

以编辑的坦荡胸怀向上看，

坚守不唯上只为实只为真时，

你就站在了编辑人生的最高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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