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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学 报 使 命 辨 析

陶　舒　亚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３１００１８，杭州

摘　要　反映高等学校最新科技学术成果、培养科学研究人才

是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使命。这一使命源于＂学报隶属学校＂

的特殊属性。高校学报目前所面临的困惑有着主、客观方面的

原因，而究其根本则在于对高校学报本身使命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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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以下简称高校学报）的使

命，对促进高校学报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前置

性作用。一般而言，高校学报的使命是明确的，即反映

高校教学科研成果，是培养年轻学者的学术平台。笔

者认为，高校学报的这一使命决定了它应当侧重于高

校的“自留地”，而这一使命的渊源则是高校学报的特

殊属性。因此，理清高校学报的特殊属性，不仅是正视

高校学报使命的关键所在，也是认识高校学报面临困

境的重要视角。

１　高校学报使命的渊源

　　高校学报与其他科技学术刊物同属于学术期刊，

学术性自然是它们的一般属性。但高校学报有其特殊

属性，这应该从高校学报与学校的特殊隶属关系的视

角加以探讨。

１１　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　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

学报管理办法》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

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

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１］教育部在有关

文件中还多次指出：学报“是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

窗口，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培养

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是塑造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

的重要途径。”［２］据此，笔者认为，高校学报塑造学校形

象，创造学校品牌，就理应以发表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

主，否则如何去树立学校的形象和品牌？抑或树哪个

学校的形象，创哪个学校的品牌？

再者，新闻出版署对高校学报刊号系列也有明确

的规定。１９９８年２月颁布的《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

刊刊号系列的通知》就强调了“学报名称应冠以学校全

称”［３］。进入２１世纪后，高校学报得到了迅猛发展，为

规范其性质，２００１年４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关于

进一步调整高校学报结构的通知》重申：“所有高校学

报必须在‘学报’前冠以学校全称，不得使用学校的简

称。”［４］我们在理解这样的规定时，不难得出其实新闻

出版主管部门是在强调学报的“内向”属性。冠以的名

称要与内在的内容相匹配，否则名不副实。

１２　现实状况　从向高校学报投稿的作者来看，主要

是本校师生的优质稿件；从其读者群体来看，主要是高

校的相关人员；从其设置来看，主要是本校所涉及的学

科和专业；从其水平来看，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学校就

有什么样的学报，学报与其学校的层次呈正相关关系，

高校学报的生命力和学校的学术成果、学科建设以及

办学特色是分不开的。一批办学历史悠久、学术实力

雄厚的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它们的学报办刊质量也

相应较高，精品、名刊大都为它们所拥有，比如《清华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等等。就是一般高校的学报，也

具有较高的学术技术水平。高校学报突出的“内向”特

征，并没有妨碍它们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使以

高校学报为主体的“高校科技期刊群”成为了与“中国

科学院科技期刊群”“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群”齐名的我

国３大科技期刊群之一
［５］。

１３　国际上的通例　据笔者了解，国际上除少数顶尖

大学的学报开放性更多些外，大部分高校主办的学报

走的是内化式的路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本校的教师，

这和我国目前高校学报的状况相似。日本则更为突

出，其高校学报的作者一律为本校教师，外校教师必须

是该校的客座教授或有其他工作关系才有资格在该学

报上发表文章［６］。这样的“内向”属性，或许正是国际

上大学学报的惯例。这样的惯例，国内一些有识之士

也早有见地，如北京大学黎乐民院士在谈到《北京大学

学报》是否应当广泛接受外来稿时认为：“广泛地接收

社会上的来稿，效果不见得很好，因为清华大学、北师

大以及别的学校都有学报，人家好的稿子不见得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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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投。既然叫《北京大学学报》，当然还是以北

京大学师生的论文为主，尽管也可以接受一些与北大

师生有关系的外来论文。”［７］

笔者认为，尽管高校学报的内容及其覆盖面是整

个科技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公共平台和开放性的特征，

但是，一般属性并不能替代特殊属性，高校学报的根本

使命是反映学校为主体的科研学术成果，具有诸多的

特殊功能［８］，显著区别于社会上的学术期刊。

２　高校学报使命的本质内涵

　　高校学报使命的本质内涵主要包含２点：一是对

外以学校为主体反映科研学术成果，开展国内外学术

交流；二是对内要成为为学校培养科学研究人才而搭

建的学术平台。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２１　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我国早期的大学学报是

文理不分的，１９１５年创刊的《清华月刊》、１９１８年创刊

的《北京大学月刊》等，都是以为本校服务为宗旨的。

《北京大学月刊》开卷明示：“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

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９］，

学报成为本校师生共同拥有的学术交流平台。１９５４

年１１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出版

〈北京大学学报〉的决定》，再一次明确了办学报的目

的：“一、为了传播我校科学研究的成果，交流学术思

想，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辩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特决

定出版《北京大学学报》。二、《北京大学学报》以刊载

本校教师和科研工作人员的创造性的学术论文为主，

必要时亦可选载有关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１０］著名

古园林专家陈从周给出了经典结论：“没有学报，便没

有学校最高的学术代表性刊物。没有学报，便没有学

校地位。要想在世界各国取得学校地位，在历史上取

得学校地位，靠的便是学报。”［１１］

实践证明，通过高校学报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

渠道十分广泛和畅通，很多高水平的作者比较愿意把

自己的文章投给高校学报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截至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有６３位两院院士在《北京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上共发表论文４４０篇，其中发文最多的是

徐光宪院士，发表了６９篇；有３９１位学者持续１０年以

上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论文［１２］。

２２　年轻学者起步的平台　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学

术平台是高校学报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这一发现、

培养、扶持年轻学者的使命是非高校学报类学术期刊

难以企及的。任何学者的学术研究都有一个起步 发

展 成熟 高峰的过程，高校学报在这一过程中往往

充当着年轻学者起步平台的角色。众多年轻学者也乐

意将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寄托于高校学报。科技学术

论文反复的修改过程，不仅仅是论文从不成熟到成熟，

从不完美到完美，更富有意义的是作者的思维、写作技

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历练，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正如２００８年新闻出版总署余昌祥

司长所说的：“我们很多青年学者、研究生的第一篇论

文都发表在学校的期刊上，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在回忆

文章中都讲，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高校期刊上

的。”［１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各高校中，许多现在卓

有成就的专家、博导、两院院士，几乎都是从在高校学

报上发表处女作论文而得到锻炼，开始起步的。例如，

北京师范大学１９９７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刘伯里

教授和１９９９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刘若庄教授，他

们的第１篇论文都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上，他俩在当选院士前，独立或与人合作分别在

该学报上发表了２１和２０篇论文
［８］。

２３　记载学校学术发展的平台　学校发展的每一个

阶段，都会通过自己的学报在学术研究领域留下清晰

的记载。张莉等在回顾《清华大学学报》９０载岁月时

说：“学报的内容从最初的文理综合到后来的《清华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个版本，而《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内

容始终是随着理工学科乃至经管的发展而变化。学报

作为一个学术窗口，近１个世纪的发展向世人展示了

学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各方

面的状况。”［１４］可以肯定，任何一种公共性的科技学术

期刊，都不会有这样的功能。对高校学报所承载的这

一历史使命，陈浩元等作过贴切的评价：“它忠实、客观

地记录了大学的学术发展的轨迹，向后人展现了这个

高校的面貌。这一历史的记载是弥足珍贵的。”［８］

３　高校学报使命的现实困惑

　　目前学界对高校学报的种种责难之声，可以归结

为“全、散、小、弱”，低水平地重复办刊，自我封闭，高质

量的“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屈指可数，有相当数量的学报

发表的文章几乎不被引用和转载，因而没有什么学术

影响，以至于有‘学报生产垃圾’之诟病”［１５］，等等。笔

者认为，这些被责难的问题尽管有的过于偏颇，但也确

实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如

下几个。

３１　社会因素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

育规模越来越大，传统、个性、特色的高校渐行渐远，

“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诞生，高

等教育规模的“大跃进”导致高校“千校一面”，“平面

化”成为当今我国高等学校的一大重病。在教育行政

政策的指引下，高校将“综合性”“跨入百强”等作为学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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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展的目标就具有了必然性，而反映学校科学研究

成果的高校学报，自然也难逃“大综合”“千刊一面”的

境地。再说高校学报的综合性也是当前我国期刊审批

制度造成的，按规定，综合性本科高校只批准自然科学

版和社会科学版２种学术期刊。

３２　制度因素 　笔者不认同高校学报 “生产学术垃

圾”的非议。学术论文本来就是分为高、中、低３个层

次的，它们通常发表在相应水平层次的期刊上，把发表

相对水平较低论文的高校学报斥之为“生产学术垃

圾”，是不公正的偏激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多数高校

学报的学术水平不尽如人意，希望多发表优秀论文以

提升学报的学术影响力困难重重，而这确实与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包括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机制存在着因果

关系。高校教师现行的职称晋升机制和科研评价考核

机制是制度因素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学报的

学术水平难以提升是制度逼迫的结果。

以论文是否刊登在“核心期刊”等所谓“上档次”的

刊物作为晋升和考核的关键标准，使得高校优秀文章

纷纷流入已经进入各类核心、ＳＣＩ、ＥＩ、ＣＳＳＣＩ等的学

术期刊，大部分高校的优秀稿源由于本校学报的“档

次”没达到各种标准的要求，而纷纷外流至“档次”合格

的刊物，造成稿件流向失衡的局面：“档次”高的良性循

环，不愁没有高质量的稿源；“档次”低的恶性循环，发

愁没有高质量的稿源。其状况犹如游苏宁等所言：“由

于研究评价中的不良导向，国内优秀科研成果大量流

向国外科技期刊发表，从而导致了国内外期刊在稿源

上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１６］国内不同层次的高

校学报同其他科技学术期刊一样，也陷入了这样的不

公平竞争之中，而这样的不公平竞争又进一步波及到

了不具有高职称或高学历的作者，打击了他们进行科

学研究、撰写并发表论文的积极性。

３３　主观因素　尽管社会、学校和制度等是导致高校

学报现实困惑的决定性的客观因素，但高校学报办刊

人主观上确实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在投稿作者

上追求名家效应或高职称、高学历，在追求学报 “上档

次”上费尽心机走“捷径”，等等。特别是不少办刊人对

学报工作不自信，对自己的学报妄自菲薄，忽略了高校

学报作为学校展示科研成果和培养研究人才的根本使

命。凡此种种，尽管背后均有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但

高校学报本身缺乏一份坚守，也的确构成了高校学报

现实困惑的主观因素。

４　结束语

　　高校学报的现实困惑在于对自身使命的背离。改

变高校学报的现状是个系统工程，这一工程应以帮助

高校学报肩负其自身使命的实现为价值指向，而目前

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正为此提供了契机。我们相

信，认清了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的高校学报的办刊人，

经历了科技期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之后，一定能将高

校学报的整体质量提高到一个新台阶，充分发挥其特

殊功能，在发表校内外学者的学术成果，展示和引领学

术研究潮流，培养学术新生力量，扩大和提升各自学校

的学术声誉，在繁荣我国的科技事业，为国家经济建设

服务等方面，做出更大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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