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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特设专栏的实践与成效

郑琰邁　李燕文　王国栋　黄润州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１００３７，南京

摘　要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以特设专栏的形式专题报道重
大课题支持的科研成果，成效显著。认为：对于专业特色和优

势学科明显的高校，以专栏的形式整合稿件资源能促进学报的

发展；通过坚持特色和坚持学术本真化，在实现办刊宗旨和效

益最大化方面大有作为；对科研活动的关注度，对科研成果的

敏感性，对出版行业形势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学术影响力的追

求，是高校学报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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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发展，高校学报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

的狭义的窗口功能已越来越弱，所发表成果的享用面

也很有限，其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的挑战［１３］。在这

种情况下，近年来高校学报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

讨［４５］，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办法，诸如：明确办刊宗旨，

转变办刊理念，不但要为作者服务，更要为读者服务；

适应时代要求，科学、合理地定位，办刊模式多样化；刊

物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多样；学报要专业化；等

等。鉴于此，我们从自身工作做起，以特设专栏的形式

整合稿件资源，集中报道某一研究活动的学术研究进

程。从实际效果来看，对于专业特色和优势学科明显

的高校，这对学报的促进和发展是实在的、可行的。

１　背靠大树好乘凉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简称南林学
报）由南京林业大学主办，创刊于１９５８年。南京林业
大学有百年历史，现有林业工程１个国家重点一级学
科，生态学、林木遗传育种、林产化学加工工程、木材科

学与技术、森林保护学等５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１０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设有“林木遗传与生物技术省部

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３５个省、部级研究开发机
构、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学校每年在研课题

５００多项，包括“９７３”“８６３”“９４８”项目、国家“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省重点项目。

近５年来有２８２项成果获国家、部省级以上奖励。这
些学术机构和学术成果，就是南林学报关注的重点和

发展的基础，而与这些学术机构、学术成果相关的国内

外科研机构的学术活动，就是南林学报跟踪报道的热

点，也是南林学报提升学术影响力的根本基础。

多年来，南林学报一直致力于林业科学理论的探

索、林业科学技术的创新，传播着林业科学最新理论和

实用成果，体现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办刊思想。近

１０年来以特设专栏的形式展示热点问题和科研成果，
宣传林业领域新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依靠校内外的优势资源，通过

一批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作为审稿专家，使办刊没有局

限在校内一方天地。特别是对林业领域重点学科和科

研项目的进展，如对林木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可再生资

源的高效定向培育和利用、天然和人工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森林和生态环境建设、林木良种培育及产业化、

木质与非木质材料创新的科学与技术，木本植物中非

纤维资源的加工利用新方法、新工艺等方面的重点报

道，效益明显。据不完全统计，报道内容涉及的成果产

生的经济效益达到数十亿元［６］。

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学报是高校科研活动的组

成部分，也是文化产业中科技文化的支撑之一，有着其

他形式的媒介无法替代的优势。

２　认定方向不变心

　　在办刊宗旨指导下的恰当定位是高校学报的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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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严谨的学风，高质量的选题，严格的审稿，瞄准

学科发展前沿，立足行业，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在推动

科技创新、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是高校学报始终应坚持的原则。

近年来，南京林业大学在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均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南林学报依托学校的科研优势，

瞄准国家重点攻关和科技支撑项目及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组稿，所刊发的论文中仅涉及学校相关研究成果

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的科研论文达３８０篇；
对于杉木、马尾松、杨树、竹子等我国特有和重要用材

树种的育种、培育、经营、加工利用等研究的全方位特

色报道达到７３０多次。通过近５０个专栏或专题报道，
为学校和其他相关单位在育种、生态、森保、木材工业

等学科的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大奖打下了学术基础。

南林学报的特色专栏的设置及取得的效果如下。

关于农林复合生态体系建设方面的专栏（或专

题）有５个，发文７３篇。相关课题成果不但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而且对我国南方平原地区农林复合经营

生态体系的逐渐成熟作出了贡献并产生了明显的生态

和经济效益。

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理论与技术方面的专栏 ７
个，发文３１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南林学报也被
英国动物学文摘《ＺＲ》收录。松材线虫方面的报道为
相关课题成果成功申请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创

造了条件。

组织植物分类、珍稀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专栏

６个，发文４１篇。涉及桂花研究的专题报道，为我国
２００４年获得木犀属植物国际登录权威（我国仅有梅
花、木犀属２个国际权威）作出了贡献。

组织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专栏４个，发文１１篇，
土木工程专栏（或专题）４个，发文５３篇，为学校风景
园林学科跻身全国学科前１０名和土木工程学科研究
人员在沪宁高速、沪宁高铁等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及学

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目前，森林生态系统碳动态研究专栏的文章紧扣全

球热点，是南林学报近期报道的重点，已推出１１篇论文。
此外，根据学校的科技支撑成果，组织了喀斯特地

区生态恢复、热带森林生态环境、毛竹培育及加工利

用、林权制度改革、林业系统工程等特色专栏近１１个，
这些专栏论文的发表不但扩大了学校的影响，产生的

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明显，而且吸引了很多相关领域

同行的关注，当他们要发表论文时首先想到投向南林

学报。这为南林学报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实践让我们认识到，高校学报在学术泛化、出版弱势

化的今天，通过办特色刊和特色专栏，以及坚持学术本真

化，在实现办刊的宗旨和效益最大化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１０多年来，南林学报由于注重办特色专栏，基金
产文率从３４％ 逐年提高至９０％ 以上。发表的论文
中，来自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近３００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的５８０篇，“９７３”“８６３”项目的近１００篇，省
市级科技项目的６００多篇，国家部（委）项目的１００多
篇，国际合作项目的 ３０多篇。这些基金和项目产文
中，２０％由特设专栏的形式推出。

所发论文８０％以上被美国化学文摘、美国剑桥科
学文摘、日本科学技术文献数据库、国际农业与生物学

研究评价中心、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技论

文在线等国内外３０多家数据库收录。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系列数据库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０９

年南林学报拥有国内外机构用户２０９４个，国际个人
读者分布在１５个国家和地区。国内主要付费用户包
括农林高校、国家图书馆、科研机构等，以及香港大学、

台湾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央图书馆等；国外付

费机构有法国国防部、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

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韩国国家图书馆、高丽大学、利

兹大学、拜耳生物科学、陶氏化学，等等［７］。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质量是高校学报的生命力所

在，报道形式是其活力的体现；对科研活动的关注度、

对科研成果的敏感性、对出版行业形势的清醒应对、对

学术影响力的追求，是高校学报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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