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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刊群优势　提高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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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４３００７０，武汉）

摘　要　学术质量的提高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靠单个
期刊编辑部的努力有一定难度。在学术期刊较集中的期刊社

或期刊出版部门，充分发挥期刊群中多个期刊的协同作用，有

助于提高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在办刊实践中，华中农业大学

期刊社发挥刊群优势，狠抓学术质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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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拉开序幕，出版业作为

文化战线最具产业特征的领域已开始转型和转制。与

此同时，ＷＴＯ对中国出版业的５年保护期也将结束，
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学术期刊作为

出版业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质量是期刊持续发展的根本，期刊能否生存

及发展，取决于期刊自身质量和其生存的环境，学术期

刊尤其以学术质量最为重要，可以说学术质量是学术

期刊的灵魂与生命［１］。目前，期刊界对如何提高单个

期刊学术质量的论述较多，主要集中在３个方面：１）
加强优质稿件的组稿；２）强化专家复审；３）提高编辑
人员的素质［２４］。但很少论及期刊群中多个期刊的协

同作用对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影响。

笔者在办刊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期刊学术质量

的提高靠单个期刊编辑部的努力，有一定难度；在学术

期刊比较集中的期刊社或期刊出版部门，充分发挥期

刊群中多个期刊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提高期刊的整体

学术水平。

１　准确定位学术层次，加强特色栏目建设

１１　期刊的学术层次定位，是期刊学术质量的基本要
求　期刊定位是为使期刊以最佳的方式进入市场而进
行的目标设计，是期刊长时段的宏观总体编辑构思的

重要内容。期刊学术层次定位，就是给期刊确定目标

读者和作者的学术层次、期刊内容的性质，以及表现形

式，等等。对于读者群与作者群契合度相当高的学术

期刊而言，定位了学术层次就定位了读者与作者，同时

也确定了期刊的选题、组稿、审稿、定稿、编辑加工等方

面的编辑方针，也就确定了期刊的基本特色；因此，期

刊的学术层次定位是期刊学术质量的基本要求。

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办有３种学术期刊和１种技
术期刊。３个学术期刊分别是《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

即将创办的《农业学报》，１种技术期刊是《养殖与饲
料》。这４种刊物构成了４个不同的学术层次：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办于１９５６
年，有较长的办刊历史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农业学

术期刊中名排前列，为中文核心期刊、教育部精品期

刊。其读者与作者大多是学术层次很高的科研人员，

发表论文９０％以上为重大课题资助论文或基金产文。
该刊在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处于第１学术层次。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办于１９９８
年，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农业高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名排前列，但没有进入中文核心期刊行列，离精品期

刊还有一定差距。其读者与作者大多是高校教学科研

人员，期刊发表论文大多有课题资助。该刊在华中农

业大学期刊社处于第２学术层次。
《农业学报》是由《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改刊而

来，其内容涵盖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其读者与作者由

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农业院校教学科研人员和农业

部门管理人员组成，在学术选题上能较多关注“学术

新军”的研究成果，期刊发表论文有课题资助的不多。

该刊在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处于第３学术层次。
《养殖与饲料》于２００２年创刊，经过４年的调整

与发展，已从一个普及刊调整为一个以猪病防治报道

为特色，以养殖、饲料科技为报道重点，在华中地区有

一定影响力的技术期刊。其读者与作者多为养殖和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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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行业的科技人员，期刊发表的文章以技术为主，注重

实践，注重应用。该刊在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处于第

４学术层次。
这４种刊物基本上形成了内容覆盖农业各领域，

学术层次清晰的期刊群。

１２　确立一种富有个性乃至形成品牌的特色栏目，是
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措施　特色栏目一般是根据
期刊的定位和特点而设置的，它绝不是以刊登的文稿

的数量取胜，而是由质量取胜。特色栏目的栏题是期

刊优质论文组群的逻辑概括，具有“画龙点睛”的作

用［５］，对吸引优质稿件有引导和宣传作用。对于一种

期刊而言，追求篇篇可读、期期精粹在现实中难以实

现，而借助于某１个或某几个特色栏目，带动刊物整体
上水平、上档次、出品牌进而出精品，是切实可行的有

效措施。可以说，确立一种富有个性乃至形成品牌的

特色栏目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措施。

华中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科为优势，以生命科学

为特色，农、理、工、文、法、经、管相结合的全国重点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根据各期刊的特点，结合本

校的学科优势，提出自然科学版学报以农业生物技术

为特色，开设“生物技术”“作物品种资源与改良”特色

栏目；社会科学版学报以“三农”为特色，开设“农业·

农村·农民”特色栏目；《农业学报》在栏目设置上采取

了反细分化的策略，以大综合为特色，栏目涉及农业科

技、管理、教学的方方面面；《养殖与饲料》杂志以疾病

防治为特色，开设“动物疾病防治”特色栏目。这些特

色栏目的开设和围绕特色栏目持续、有效的组稿，极大

地提升了各刊的学术影响力。

２　建立资源共享的稿源信息库

　　稿源是学术期刊的生命之源，是决定期刊稿件学
术质量的基础和保证［６］，是期刊之树的根基所在。期

刊要想稳健发展，必须时时关注稿源这个储备库，要不

断努力加以培植和充实，多争取到精优稿件，让稿源成

为期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之泉［２］。

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要求编辑部根据各刊的特点

单独建立稿源信息库，在稿源信息库建设上要突出特

色，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建成后的稿源信息库向社内

其他期刊开放，加强利用。稿源信息库主要内容包括：

序号、论文题名、内容简介、入选作者情况介绍、审稿人

及其通信地址、审稿意见、论文发表日期等与论文发表

有关的信息。稿源信息库包括３个子库，即作者自由
来稿库、会议专稿库和特约稿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作者自由来稿库，因为它包含了作者信息，即作者的学

术水平、研究方向、在研课题的内容和进展情况、国内

外相关研究动态、曾发表过的文章、文字能力等与出版

工作密切相关的情况和作者的自然情况（如姓名、性

别、出生年月、最高学历、职称、通信地址等）。

优质稿件不是坐等就能得到的，而是靠编辑人员

从大量的组稿中挑选出来的。期刊社在各刊建设稿源

信息库的同时，还要求编辑人员利用作者信息以稿约、

电话、Ｅｍａｉｌ等多种形式及时与作者沟通，掌握稿源动
态并不断获取稿件。

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还成立了稿件中心，统一掌

握各期刊来稿，并根据各刊的用稿特点合理利用来稿，

以提高稿件的发表效果，关怀作者的投稿热情，从而整

体上提高各期刊的学术质量。期刊社各刊的用稿特点

是，《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重在重大课题

资助论文和基金产文，《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重在课题稿件，《农业学报》和《养殖与饲料》重

在新技术、新成果方面的稿件。在稿件利用上，第１学
术层次的期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享

有全社来稿的优先选择权，保证重大课题资助论文、基

金产文等优质稿件的刊出率，其他期刊根据用稿特点，

确保特色栏目稿件的学术质量，按照学术层次享有不

同的稿件优先选择权。而对那些在《华中农业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不能发表的文章，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可

推荐在《农业学报》或《养殖与饲料》上发表。

３　提高优质稿件出版时效

　　发表时滞是出版过程固有的属性，一般定义为从
稿件接收日期到出版日期的时间间隔［７］。对于多数

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而言，发表时滞过长是一个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影响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因素。

发表时滞增加，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效能就会下降，直接

导致期刊的学术质量下降。期刊论文发表过程包括论

文的投稿、评审、修改、编辑和等待发表等阶段。在影

响论文发表时滞的３个重要因素（评审时间、编辑加
工速度和等待发表的时间）中，评审时间对论文发表

时滞的影响最大［８］；因此，在保证审稿质量的前提下，

改进审稿程序，实现主编前移和专家网上审稿能够有

效地减少发表时滞、缩短报道时差、增强优质稿件的出

版时效，从而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

在传统的“三审制”审稿模式下，主编处于审稿的

最后环节即终审，对稿件质量整体把关。对于来稿量

较大的期刊来说，这种审稿方式无疑会增大专家审稿

压力，延长稿件评审时间。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４种
期刊的主编都有１０年以上的编龄，都具备较深厚的编
辑理论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系统理论知识，对一般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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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编辑的配合下，通过联合审稿基本上可以做出

是否刊用的判断。期刊社实行的主编前移就是将各刊

的主编从审稿的最后环节移到审稿的最初环节，即从

终审移到初审。这种主编前移并不是取消主编的终审

权和编辑的初审权，而是在初审编辑的配合下，各刊主

编对大量的来稿进行审查和筛选，其中优质稿件可直

接进入编辑加工环节。

主编前移并不能解决审稿中的所有问题，对有争

议和主编无法做出判断的稿件还须送学科专家评审。

网上审稿是依托互联网和审稿专家库而进行的一

种快捷的审稿方式，网上审稿的关键是建立审稿专家

库。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建立了公共的审稿专家库，

各刊可以根据不同的用稿要求，灵活地选取不同的审

稿专家。审稿专家库的主要内容包括：审稿专家的自

然情况、研究方向、学术水平、曾发表的文章、获奖情

况、科学态度、审稿效率等与审稿密切相关的信息。

主编前移和专家网上审稿可大大缩短稿件的审稿

时间，但对于稿件丰富的期刊来说仍然会有大量的待

发稿件积压。在不影响刊发稿件质量的情况下，适当

增加每期出版页码或不确定每期出版页码，增大优质

稿件的期发数量，从而提高出版时效。

４　结语

　　期刊学术质量的提高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
程。从系统外部看，期刊相应的学科现状与地位、社会

经济环境、大科学环境都制约着期刊的学术水平［９］；

从系统内部看，期刊编辑的整体素质和敬业精神直接

影响到稿件的来源及文稿的编辑加工质量，从而影响

到期刊的学术质量［１０］。

早在１９９９年，期刊界前辈钱文霖先生就指出：“质
量问题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质量问题难根治、易反复，任何

法则都不能使之一劳永逸，要有恒心，持续地抓。”
［１１］。华中农业大学期刊社全体编辑在社长的带领下，

通力协作，以提高学术质量为重点，不断提出并落实提

高学术质量的新举措。现在，《华中农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专家撰稿数量增加，重大课题和基金产文的

刊载率每期都超过９０％，期刊影响因子位居全国农业
期刊前列；《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稿源充

足，课题稿件不断增加，特色栏目对提升期刊学术质量

效果明显；《养殖与饲料》随着期刊质量的不断提高，

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经济效益不断好转；《农业学

报》已在严格规范的质量控制体系下，以高水平的期

刊质量为起点，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开门办刊。下一

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刊群优势，围绕提高期刊学术

质量这个中心，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加强制度和机制建

设，打造精品，为推动期刊的改革与发展，为国民经济

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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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信作者”还是“通讯作者”？

　　问　在标注论文作者中的联系人时，用“通信作
者”还是“通讯作者”？

答　用“通信作者”。《通信科学技术名词》中，词
条“通信”的释义是：“按照达成的协议，信息在人、地

点、进程和机器之间进行的传送。曾称‘通讯’。”《现

代汉语词典（第５版）》中“通信”的释义是：“①用书信
互通消息，反映情况等……②利用电波、光波等信号传
送文字、图像等……旧称通讯。”可见，原来使用的“通

讯处”“通讯作者”等，现在都应统一为“通信处”“通

信作者”等。 （郝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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