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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体制创新中的利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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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测绘科学技术学报》编辑部，４５００５２，郑州

摘　要　针对高校学报沿袭的办刊理念和管理模式，分析高校
学报管理链中各利益方在体制创新中的利益制约关系，提出了

政府主导、政策倾斜、学科统筹、专业划分、市场介入的以科技

期刊编辑部为主体的出版体系与发展模式，充分发展并利用现

代流通技术和手段，为即将到来的科技期刊体制机制变革做好

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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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创新是近几年谈论较多的话题，无论是

顺从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所引发的观念转变，还是顺

应市场经济大潮的重塑市场主体，或是从高校学报的

特色及品牌定位出发，都是在利益主体不变的框架下

的创新诉求，凡是涉及到部门利益的体制改革多数阻

力重重，或只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这可能就是人们

常说的改革中的阵痛吧。

１　现有管理体制的利益分配

１１　现有管理体制的运作模式　从高校学报的内涵
来看，所强调的是“高校主办的科技学术期刊”［１］，高

校学报“为高校服务”的属性奠定了高校办刊的管理

特色。高校为期刊出版与运行提供办刊场所、经费支

持、人员保障、设备配置、学术资源共享等保障与服务；

因而，也就造就了高校学报如同早年创办的《东吴月

刊》《北京大学月刊》等沿用百年的且成为传统的办刊

理念，把高校学报明确定位为校内同人交换知识、研究

学术之机关，为本校教师提供发表学术见解的园

地［２］。这种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作模式沿用至

今，成为高校学报观念转变的难点。

１２　管理链中的利益分割　高校学报管理链中，由于
传统办刊理念的延续，使得多数高校学报至今也未脱

离服务于本校的办刊思维模式，构成利益链条的各个

受益群体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极力反

对，有的出版单位虽然积极尝试，但也收效甚微。作为

高校学报主办方，把高校学报作为服务于部门利益的

一种工具，对外宣传的窗口，高校的面子工程和教职员

工的学术福利基地，对外试图树立学术权威，对内营造

学术氛围；作为受益的教职员工，迫于管理体制和考评

机制的压力，又得益于现有的期刊出版管理模式，

这块拥有自己股权的学术宝地又显得极其珍贵；作为

高校学报编辑出版单位，以内容组织和来稿加工为主

的出版工作，日子过得虽然没有激情，但还未危及生

存，安逸的环境和衣食无忧的保障没人愿意为未知的

未来冒险。这就在这个高校学报管理与运行利益链中

形成了一种稳定而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任何一方都

不想打破平衡，这也可能就是高校学报改革中的难点

之一吧。

１３　创新中的利益缺失　阅览众多的高校学报创新
与改革的论说，无疑是在期刊特色上或品牌意识上做

文章，或从编辑出版质量上挖掘潜力，或从提高期刊影

响力上下工夫，有的或从市场营销上找出路，或以参加

出版集团的方式在突破管理体制束缚中作尝试，等等，

都是涉及编辑部修炼内功提升期刊品质和地位的方

法、措施或思路，把办刊资源的挖掘和“高校”属性的

发挥做到了极致［３］。其种种改革创新与挖潜，均未伤

及稳定三角关系的根本利益，有的也试图打破三角稳

定格局，又无弥补利益缺失的良策。编辑部断奶后的

恐慌、教职员工学术阵地的沦陷、高校学术支撑力量的

削弱，等等，从思想认识的转变，出版格局的重构，出版

专业的分工以及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与均衡发展，其

课题之庞大，变革之复杂，政策之依附不是编辑部和高

校所能及的，也不是短期所能为的。改革与创新中的

利益缺失没有政策的支持和替代性的弥补，其矛盾体

就成了改革与创新的阻力，再加之学校没有转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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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编辑部没有转变的条件与动力［４］，这也是高校科

技期刊为什么经历了多年的改革之后还是一块自留地

的制约因素。

２　创新以市场为主体的管理体制

２１　现有管理模式中的利益剥离　大凡改革与创新
均涉及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问题，改革与创新的目

的是利益的向好性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向好

性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的概念包含经济利益、社会利

益、团体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的诉求。把高校利益和

教职员工的利益从狭隘的利益链中剥离出来，准确地

说就是打破“一校一刊”的办刊模式和现有的教职员

工学术考评机制，让期刊的学术质量不再受高校科研

水平的制约，教职员工的学术考评不再仅依赖于高校

学报。这种利益的剥离需要高校管理层极大的勇气，

需要期刊管理部门极大的智慧，更需要高校学报出版

部门的积极配合并富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更新出版观

念，转变出版模式，建立高校学报的市场地位，集开放

性、服务性、专业性、社会性于一身，构建学科统筹、专

业细分、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市场介入的出版体系和

发展模式，跳出校校办刊、重复办刊、低水平办刊的怪

圈，以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变革的

过程能否顺利进行需要来自政府、高校、社会以及政

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协调配合，并不断地调整、创

新和完善［５］。

２２　逐渐培育市场管理模式　把各利益方从现有管
理模式中将利益剥离后，现有管理模式也就无法支撑

了，没有存在的市场，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以政府主导

的市场管理模式的介入将成为全新的运作模式；但这

种全新的运作模式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一个理想化的构

建上，相关体制和政策的瓶颈难以突破［６］，制约着高

校学报专业化推进的步伐。实行对科技期刊政策引

导、宽进严管、合理调控、学科分割、扶优汰劣的审批与

管理制度，改变高校期刊“校名 ＋学报”的命名方式，
剥离期刊与高校的依附关系，引入相关企业合作和企

业管理机制，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和集约化管理，将

给高校学报带来无限的发展空间。同时为实际存在的

版面费收取正名，多方位开发经济补助与扶持渠道，培

育科技期刊商业性的同时又要坚持文化性，注重经济

效益的同时也要追求社会效益，合理划分政府、企业、

高校、研究院所、出版单位和用户利益关系和所担负的

责任，以政府扶植和补贴的政策培育出新的科技期刊

市场管理模式。

２３　出版单位市场管理模式中的利益体现 　高校学
报在改革与创新中既是受惠部门也是易受冲击的部

门，科技期刊改革的目的就是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并挖掘科技期刊的功能和优势，推

动科技期刊实现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转变发展方

式和增强服务能力；然而失去的可能是科技期刊原有

的出版生存环境，编辑人员无忧的生活保障和身

份待遇［４］。

出版单位在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

主要面对的是经营能力的培养和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

期刊品牌的打造。经营能力的培养以及价值和利益的

体现主要来自市场运作及管理的过程，开源节流，多种

经营，扑捉任何市场发展机会和模式。有效整合专业

资源，引领学术前沿和学科发展趋势，充分体现学科专

业优势，打造期刊专业品牌，把科技期刊做大做强，核

心作者与专业人才积聚性的实现是各种利益的集中体

现，既成就作者，也成就编辑人员，更成就期刊。

３　创新管理模式中的利益主体

３１　创新管理模式中的利益单一性　创新管理模式
是以市场化企业管理介入机制为前提的经营管理模

式，在出版资质许可上面对的是出版管理部门的市场

准入和监督，在出版专业上担负的是学科专业的引领

和学科发展趋势的把握，在期刊经营管理上采取的是

市场化运作和企业管理模式，在人事任用上实行人力

资源社会化保障。将以往复杂的人事关系、附庸关系

简单化，把包罗万象、万花筒式的高校学报专业化，让

多种出版关系归一化，使各种经济利益市场化，人才聘

用专业化［７］。创新以科技期刊编辑部为主体的经营

管理模式，以法律赋予的具有独立出版资质的科技期

刊出版单位，担负起法人应担负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是

报刊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３２　创新管理模式中的市场利益融合　以科技期刊
编辑部为主体的经营管理模式，从理论上讲不乏于论

证，但从政策面上尚未出台符合高校学报深入改革情

况的模式与办法，出版人员对置于后改革时期市场运

作和业务开拓的忧虑不言而喻。没有可依赖的单位，

没有经费保障，甚至没有固定的稿源，还担心读者群是

否足够大，等等。创新管理模式中鉴于科技期刊专业

性及受众面的限制，除了政府扶植、政策倾斜外，引入

市场机制是唯一出路。我们知道，某个学科或某个专

业后面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产业链，其产业链的每个

节点都蕴藏着极大的商机和科研信息的产出。这些事

实存在着的学科领域不仅是科技期刊的经费来源，也

是科研论文来源的支撑。诸如学科专业的学术研讨、

学术交流、专业培训、科研成果推介及转化、企业文化

宣传、企业产品推广、企事业单位的协助办刊，等等，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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