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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坚守办刊底线，坚守审稿流程，坚守科技期刊出版
标准化、规范化３个方面论述高校普通科技期刊面对困境时的
职业操守和编辑出版原则问题；通过缩短出版时滞、适当突破

稿件内向性和建设特色栏目等方面探讨高校普通科技期刊扩

大稿源，提高刊物质量，走出困境，实现突围的路径。

关键词　科技期刊；高校；普通期刊；生存；发展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ｏｕｔ：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ＧＵＯ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Ｌｉｈｕａ，ＬＹＵＨｏｎｇ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ａｎｄ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Ｗｅ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ｂ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ｏｕｔ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ｌｕｍｎｓ，ｓｏ
ａ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ｐ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３２０１３，Ｊ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年４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的《关
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

知》［１］中明确指出，目前“学术期刊功能出现异化现

象”，而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应是造成这种异化

现象的重要原因［２］，特别是对 ＳＣＩ、ＥＩ、核心期刊的盲
目推崇，客观上起到了论文流向“指挥棒”的作用［３４］，

打破了原本应属于同样地位的各期刊之间的平等关

系，形成了期刊的“高低优劣”，也致使大量未进入核

心期刊的普通期刊陷入了生存困境。

作为具有特殊功能和其他科技期刊不可替代作

用［５６］的高校科技期刊中有２／３左右是不属于核心的
普通期刊，同样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当前，高校

普通科技期刊的办刊人应以一颗平常心，客观地深入

剖析［７８］期刊的优势与不足，探索摆脱困境、谋求发展

的途径，而不能抱怨，更不能违背办刊宗旨，降低用稿

标准，忘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１　坚守，做有责任的科技期刊

１１　以高度的责任心坚守办刊底线　说到底，目前高
校普通科技期刊面临的最大生存问题是稿源不足，而

非其他因素，比如办刊经费、人员等。从经费来源看，

绝大多数高校科技期刊的经费是由高校全额或大部分

承担，编辑出版人员也属于高校，各种工资、待遇也由

高校解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９］。同时，学校对期

刊也很少有经济效益上的要求，实际上很少需要参与

市场竞争，不需承担“自负盈亏”的压力。

有了这个坚实的经济后盾，高校普通期刊理应对

高校负责，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认真履行好办刊

职责：坚守科技期刊的道德底线，维护高校的学术形

象；既不能降低用稿标准，扩大用稿范围，丧失原则，更

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失去作为科技期刊的尊严；不能

触及应恪守的道德底线，失去正确的办刊方向，丧失办

刊人应有的职业操守。

另一方面，那种降低用稿标准带来的暂时性“繁

荣”并不能彻底解决高校普通科技期刊存在的根本性

问题，反而会降低期刊的声誉和认可度，而声誉和认可

度恰恰是作者投稿的主要因素［１０］。只有不断提高高

校普通期刊的学术质量，通过创新缩小与高水平科技

期刊的差距［１１］，坚守学术质量这条“生命线”［１２］，才能

提高、培养作者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保持期刊长期的吸

引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１２　坚守审稿流程，把好稿件质量关　科技期刊出版
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是保证期刊质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是保障论文学术质量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审稿过程

是保证期刊质量最为核心的把关环节。某些高校普通

科技期刊或迫于稿源的压力，或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很

少审稿或不审稿；有的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检测来代

替审稿，只要重复率不是高得太离谱就可以通过；有的

甚至连“检测”这一过程都省略掉了。稿源竞争的压力

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高校普通科技期刊来说，情况更加

严峻；但也不能不分良莠，投来的稿件一律录用。坚守

审稿流程，切实把好稿件质量关是科技期刊的本分，是

对学术负责的一种表现，不可偷工减料。

１３　坚守科技期刊出版的标准化规范化　标准化规
范化是科技期刊出版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科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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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出版，开展学术交流的基本要求，是科技期刊的“水

平线”［１２］。目前，有关科技期刊出版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规范已比较完备，执行情况也越来越好；但同时

也存在执行不严格、变通、篡改等现象。例如参考文献

著录问题，已有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
规则》，科技期刊理应执行这一标准；但调查发现，有很

多高校普通期刊存在缺项、校对错误、不规范等问题。

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是技术上的原因，更多的是责任心

问题。现今网络如此发达，各种专门的参考文献校对软

件、论文数据库、搜索引擎都为核对参考文献提供了方

便条件，查原文核对、规范著录应不会是太难之事。

２　突围，以创新寻找发展之路

　　坚守不是目的，高校普通科技期刊应以积极探索、
创新的姿态，探寻破解生存问题的“密码”，提高刊物

质量和办刊水平，最终实现从困境中“突围”。

２１　缩短出版时滞　出版时滞是影响作者投稿方向
诸多因素中比较重要的因素。通过优化出版流程，可

以缩短出版时滞［１３］，把处在“摇摆”中的稿件吸引过

来。在网络化的今天，在提高自身网络化素质和应用

能力的基础上［１４］，高校普通期刊可以充分利用网络，

特别是移动网络加快稿件的运转速度，缩短出版流程

中各环节的处理时间，从而缩短出版时滞。

缩短出版时滞的核心是减少与作者、审稿人等的

联系沟通时间和稿件处理速度，简言之就是要“联系

得上，传送得了，处理得快”。目前，ＱＱ、Ｅｍａｉｌ、微信等
网络信息传递工具已很普及，尤其是以移动终端为载

体的微信、移动 ＱＱ等即时通信工具可以大幅度缩短
信息传递的时间。《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收

稿之初就要求作者提供最新的通信方式，包括手机号、

ＱＱ号、微信号、Ｅｍａｉｌ地址、详细通信地址（用于快递样
刊）等，在此基础上加强编辑出版各环节的事前预处理

工作：作者方面，提供稿件处理进度消息，预先通知稿件

审回、修改、自校的大致时间，并通过投稿系统、ＱＱ、微
信、Ｅｍａｉｌ、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发送信息，记录信息发
送、作者回复等情况；审稿专家方面，送审前与目标审稿

专家沟通，了解其时间安排，把稿件交给可以在近期完

成审稿的专家，并商定审回时间。实践表明，审稿时间

是影响稿件能否顺畅流转和整个出版时滞的关键。通

过网络控制编校其他环节的时间，始终保持稿件在整个

流程中处于高速运转状态。通过严格的时间管理，在保

证审理质量的前提下，将出版时滞压缩到最少。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可以缩短出版时滞［１５］，与非

优先出版相比可以缩短约７６ｄ，同时可以提高４２．５％
的下载量［１６］；因此，高校普通期刊可以以优先数字出

版的方式，打破科技期刊纸版出版时间固有的限制，缩

短出版时滞，特别是要注意运用单篇定稿的优先出版

模式，留住优秀稿件。

２２　挖掘潜在作者　一般来说，对科研实力不是很突
出的高校，期刊刊发的外稿比越大，质量越高［１７］，期刊

的影响因子也有增加的趋势［１８］。当然，外稿比也有一

个合理的界限。高校普通期刊在内稿不足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突破对作者身份的限制，扩大作者群。２００７
年开始，《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不再限定作者

身份，而是根据栏目和学科将稿件征集的范围向其他

高校、科研院所的一线科研人员拓展。如《林业科学》

栏目，不再把作者限定在校内，而是扩大到东北３省，
面向全国的林科院校和科研机构；同时，根据吉林省地

方林业企业、林业科研机构较多的特点，适当向林业一

线的科技人员倾斜。通过电话、函件建立联系，并实地

考察，了解林业科研一线的项目进展、成果论文产出情

况，宣传栏目的特色与优势，吸引优秀的论文。几年来，

在校内来稿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外稿数量逐年增加，

用稿率也不断提高，有效地解决了稿源短缺的问题。

２３　以特色栏目吸引作者　特色栏目是期刊的名片，
可以利用特色栏目的凝聚作用扩大稿源。《长白山资

源与环境》是《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特色栏

目，是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在国家长吉图一体化战略

的背景下开设的。依托栏目优势，积极与从事长白山

研究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系，借鉴兄弟期刊的经

验［１９２１］创建了新的组稿方式———稿源基地组稿，即：与

从事长白山研究的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将其作为该栏目

的稿件来源基地，根据成果产出能力及期刊的用稿标

准，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论文；编辑部在负责编辑出版

的同时提供科研信息、出版信息、刊后宣传等服务，并开

辟绿色出版通道，优先发表稿源基地的来稿。通过考

察、沟通，首批建立了长白山科学研究院等６处稿源基
地。该模式运行３年来，仅长白山科学研究院一家稿源
基地每年就可提供近１５篇优秀论文，期刊也得到了基
地单位的认可，每次有最新的科研成果最先想到就是投

到《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随着合作的不断深

入，期刊的教育功能也已显现，稿源基地的论文撰写质

量在不断提高，这种模式为期刊与科研单位带来了双赢

的效果。

３　结束语

　　目前，我国高校普通科技期刊面临着诸多生存与发
展上的困难。国家有关部门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展了

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工

作。有的学术评价部门也在积极尝试改革“以刊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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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以论文评价学术的模式。相信，只要高校普通科技

期刊始终坚守办刊原则，严格按照办刊宗旨和业务范围

出版，遵守学术出版规范，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质量标准，

规范编辑出版流程，终会走出困境，实现健康发展，通过

科技管理部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科研人员等的共同

努力，我国的学术评价也终会回归学术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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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三线表中数字“０”书写格式的思考
王小艳　蔡明科　宋妍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编辑部，７１２１００，陕西杨凌

　　科技期刊三线表中测验数据出现“０”在所难免，
“０”所处的栏目里如果其它行测验数据都是整数，把它
写成“０”不会出现歧义；但在栏目其他行测验数据出现
小数后，“０”所处的行到底是单写“０”还是和同栏数字
保持小数点后有效位数一致，如写成“０．００”，目前还没
看到哪个规范、标准对它书写格式有所规定，各期刊也

是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处理。同一期刊有的表格写成

“０”，如《海河水利》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２页表１；有的表格
写成“０．００”，如《湖南水利水电》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８１页
表２；有的这２种情况同时出现，如《水利学报》２０１５年
第２期第１４９页表４为“０．００”，第２４１页表２为“０”。

在三线表中哪种表示比较合适，需要科技期刊编辑

认真考虑。三线表中栏目里的“测验数据”不仅代表数

据的大小，还代表栏目在某设定条件下测验数据的有效

位数。在某种条件下，“测验数据”为“０”时，它与同栏
其他数据应该平等看待，保持小数点后相同的位数［１］，

如别的数据保持小数点后２位，它可写成“０．００”，而不
是“０”。这样的表示格式不但看着美观，而且体现同栏
数据具有相同的有效位数这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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