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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Ｙ０９０１）

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质量控制指标体系的构建

冉　强　辉
（上海体育学院期刊社，２００４３８，上海）

摘　要　在分析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存在部分质量问题的基础
上，构建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并对其具体指

标———政治质量指标、学术质量指标、管理质量指标、编辑质量

指标、印装质量指标、服务质量指标及其下级指标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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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质量是学术期刊的灵魂，也是学术期刊综合竞争
力的源泉，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才能具有科学性、学术

性、探索性、技术性和前沿性。目前，我国拥有体育期

刊１３７种，其中学术期刊５３种 ［１］。以往的研究［２４］显

示，除少数几家体育学术“核心期刊”外，多数体育学

术期刊存在以下质量问题：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总频

次、基金论文比、国内外重要检索系统入选率等学术质

量指标偏低；文字加工质量、执行国家标准等方面有待

提高；管理体制和编辑人员的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落

后，管理效益低下；印制质量参差不齐等。为此，笔者

拟通过对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质量控制体系的探讨，达

到从理论上规范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质量控制的目的，

努力打造精品体育学术期刊，建立期刊内外部良好的

关系，以获取最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２　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质量控制指标体系

２１　政治质量指标　虽然体育科学相对于社会科学
较少涉及政治问题，但体育科技工作者在科研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家战略和政策等。体育学术期刊

的政治质量控制要求期刊必须具有明确的办刊方针和

宗旨，坚决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出版方面的政策、法规，

执行国家保密、版权、专利等方面的规定，时刻与党和

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在这些

方面基本能达到指标要求，今后控制的重点在于继续

保持和优化。

２２　学术质量指标　笔者参照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学
术质量评价指标和我国部分学术期刊评价系统的评价

指标，结合体育学术期刊的现实状况，选取影响因子、

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他引率、即年指标、重要检索

系统入选率等６项指标作为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学术质
量重点控制的指标。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前５项指标现
状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５年我国体育学术期刊５项学术质量指标统计情况

指标值 影响因子
基金

论文比

总被引

频次
他引率 即年指标

最高 １．３５１ ０．６５０ ２８８４ １．０００ ０．２１５
最低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３２ ０．５６０ ０．００６
平　均 ０．５０１ ０．１７５ ６７８ ０．９２０ ０．０６１

　注：数据来自文献［５］。

重要检索系统入选率指标表现为：进入的国内主

要检索系统相对较多；进入的国外检索系统主要集中

在美国《剑桥科学文摘》（ＣＳＡ）、俄罗斯《文摘杂志》
（ＡＪ）和加拿大《国际体育文献数据库》（ＳＩＲＣ）等 ３
家，而且被收录者多数为体育类“核心期刊”；由于体

育期刊专业的局限，现在还无体育学术期刊进入像

《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工程引索》（Ｅｉ）、《科学技术
会议录索引》（ＩＳＴＰ）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

由表１可见，体育学术期刊的几项具有代表性的
学术质量指标仍然偏低，需要编辑同人加倍努力。

体育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突破性———论文的观点、理论、数据和结论等要不拘泥

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突破和创新；前瞻性———期刊

应反映体育学科的学术水平和发展动向，及时报道重

大科研成果和科研进展，代表体育学科发展前沿，有超

前意识［６］；严谨性———论文的立论科学、正确，材料翔

实、可靠，论证充分，理论分析符合逻辑，实验研究数据

齐备；指导性———论文应密切联系体育实践，针对当前

体育界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

行的指导性措施和对策，及时将体育科研成果转换为

现实生产力。

对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学术质量的控制，首先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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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人”（作者、审稿人和编辑）这个期刊最关键生

产要素的能动性。一是编辑部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向

专家、学科带头人及优秀作者组约高水平的稿件，不断

挖掘体育精品素材，从稿源上为提高体育学术期刊质

量提供保证。二是必须重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聘请

高水平的审稿专家，为期刊严把关、把好关。三是要提

高编辑的综合素质，培养复合型体育编辑人才。

２３　管理质量指标　管理质量指标由管理体制、报道
计划、激励机制和管理效益等４个下级指标组成。目
前，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不统一，５０％左右的
属于事业型，混合型（行政与事业混合型、事业与企业

混合型等）管理体制的期刊占３８．２３％，而单纯行政型
或企业型较少［１］。几乎所有的体育学术期刊无系统

的长期或年度报道计划，由于人力不足、计划意识落后

等原因，在整体上缺乏对刊物中长期报道内容的系统

性计划和论证，报道内容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笔者２００４年对我国体育类学术核心期刊的研究
发现：多数期刊在人事和财务上没有自主权，在主办单

位中不享有发言权；多数期刊编辑部没有系统的竞聘、

岗位目标责任等机制；期刊经费多依靠上级有限的拨

款，上级管理部门对期刊编辑部级别和编辑人员工作

性质的认定存在模糊性；期刊编辑人员既没有忧患意

识，又缺乏自我发展意识和竞争能力［７］。由于存在以

上管理问题，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管理效益自然处于

较低水平：多数体育学术期刊无广告和其他经济收益，

处于亏损状态的期刊占８２．３５％［１］。

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管理质量控制的重点体现在以

下方面：

一是上级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完善的期刊编辑出

版制度，以制度来规范出版行为。体育学术期刊编辑

部可针对体育学术期刊的现实状况和特殊性，制订符

合体育学术期刊实际的有效管理办法。

二是期刊编辑部应建立明晰的管理激励制度。制

订量化考核指标，明确编辑岗位职责和工作奖惩原则，

完善质量评估细则和经费使用管理制度；有条件的期

刊可由主办单位领导、编辑部主任和科研人员代表组

成管委会，对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实施领导和宏观指导，

检查办刊方针的落实情况；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将政治

质量和国标执行情况、出版时滞、差错率和印制质量等

作为评价编辑质量的依据，将已经出版期刊的文字量、

收稿量作为对编辑工作饱和度的量化考核指标，将稿

件处理、日常工作运转效率作为编辑部服务质量的评

价依据，将考核结果和绩效与岗位工资挂钩，以层层相

扣、环环把关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协调人员相互间的

责任、权利与义务，使编辑人员摒弃文责自负观念下的

明哲保身思想，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范。

三是树立市场意识，提高管理效益。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作为一种文化商品，体育学术期刊同样也要遵

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必须转变观念，围绕市场，用

质量促效益，以效益争质量，促进期刊质量的不断提

高，期刊的运行管理模式应由被动适应转为主动寻找

市场，以有选择的刊登广告为突破口（如刊登体育院

校宣传广告，体育产品、器材广告，重大体育博览会宣

传材料等），进而主动建立与有关体育用品厂商及相

关基金组织的合作关系，提高期刊管理运作效益。

２４　编辑质量指标　编辑工作是保证期刊质量的中
心环节，是对作品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的过程。体育

学术期刊编辑质量体现在差错率、编辑规范、文字加

工、编排设计、报道时差等５个方面。
在差错率方面，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基本符合出版

质量规定，有９４．１２％的期刊达到“优良”，只有５８８％
的期刊属“差”；在编辑标准和编排设计方面，部分期

刊在刊名汉语拼音、封面、页眉、目次页、版权块、题名、

摘要、图表、单位、参考文献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

报道时差方面，约有 ２／３的期刊达到科技部要求的
“优秀”标准［１］，但部分稿源丰富、学术质量上乘的体

育学术期刊报道时差相对偏长。

体育学术期刊编辑质量的控制，是编辑对文稿在

学术水平、写作水平等问题上的一种综合性把关。我国

体育学术期刊编辑质量控制的重点为以下３个方面。
一是对文稿编排标准化的控制。文稿编排的标准

化和规范化是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实现学术资源共享

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期刊的封面、版权块和目次页、正

文版面的编排，插图、表格、公式、量和单位的编辑加

工，到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都要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

的要求。

二是对文稿内容的控制。应通过体育专家审稿、

编辑加工、作者自校、编辑互校等４个方面来控制论文
的内容质量。其中，重点是审稿专家的选择和审稿程

序的规范化，让各个领域的体育专家把好关，让体育学

术期刊成为真正的前沿体育科研信息交流的平台，而

不是人云亦云的无效信息的重复而沦为体育院校教师

职称评定的附庸工具。

三是对编辑素养的控制。编辑质量的决定因素在

于编辑人员的整体素养，只有从根本上提升编辑的素

养才能提高刊物质量。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素养包括：

政治、法律、政策素养，主要要求编辑人员具有强烈的

爱国热情，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新闻出版观，通晓

新闻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思想素养方面要求

编辑人员热爱编辑事业，具有“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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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爱好并通晓体育知识，具有市场意识；业务素养

方面包括新闻出版、编辑业务、体育科研、计算机应用、

英语等多学科知识。

２５　印装质量指标　近年来，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印
装质量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封面越来越精美，封面和

版权块项目逐步齐全，版式设计日趋合理，跳转页不断

减少，多数期刊印刷清晰，装订整齐、坚固［１］；但与国

内外其他专业学术期刊相比，印装质量尚存差距。

从宏观上看，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印装质量的控制

主要体现在对印刷质量的控制和对装帧质量的控制２
个方面。一是要对期刊印制过程进行全程监控，避免

不合格产品流出。二是对承印厂送来的样刊，要进行

严格检查，发现质量问题应要求及时改正；对于期刊编

辑部内部原因造成的问题，要查清原因，及时改正或设

法补救，并追究责任。三是设立读者信箱或投诉电话，

将有印装质量问题的期刊及时给读者调换，还可以通

过读者对期刊印装质量进行监督［８］。

２６　服务质量指标　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服务意识本
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不为学术服务的学术期刊在

理论上是不存在的［９］；但是，近年来随着学术期刊在

学术评价体制中影响的扩张，服务意识淡化已成为一

个现实性问题，并常常引起研究者的不满或批评。特

别是近年来，高校体育教师等群体迫于职称评定、晋

级、评优等自身利益带来的发表论文的压力，部分体育

学术期刊的“权力意识”也逐渐膨胀起来，忽略了学术

期刊为学术服务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影响了期刊的质

量、信誉和尊严。

我国体育学术期刊服务质量控制的重点体现在提

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上。提升服务意识是提高服务

水平的基础。首先，必须提升作者意识、读者意识，以

及为主办单位和体育学科建设服务的意识；同时，必须

认识到为作者、读者和主办单位等服务只是为体育学

术服务的一种感性形式，更理性层次服务意识的提升，

需要编辑人员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服务本领的增

强；因此，在提升体育学术期刊服务水平上，有研究者

提出“编辑学者化”的口号，不断提升编辑自身素养才

是提高期刊服务水平的根本所在。

体育学术期刊服务水平的提升还反映在切实贯彻

“稿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密切关注青年体育学

者成长，坚决打击、遏制不同形式的学术腐败上。这不

仅是扩大刊物影响，提升期刊质量之举，更是净化我国

体育学术风气，促进体育学术健康发展之措。同时，各

体育学术期刊应打破“千刊一面”的现实窘境，找准自

己的定位，依托自己的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在服务

对象和栏目设置上不求统一，但求质量、求创新、求效

益，从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等不同层面为我

国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服务。

３　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我国经济
领域的格局发生了突破性的改变，进而对我国体育学

术期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育学术期刊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是否能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出版原则，实现体育

学术成果的顺利传播与转化，期刊质量控制至关重要。

据此，笔者考虑多方面影响体育学术期刊质量的因素，

力求做到既能促进体育学术进步，又能推动体育学术

期刊的良性发展，构建了体育学术期刊质量控制指标

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坚持以下３条
原则：一是静态控制与动态控制相结合，即根据社会环

境和体育实践的变化适时调整指标，优化控制；二是定

量控制与定性控制相结合，即定量的管理数据一定要

结合体育专家、作者、读者等人的反馈信息，完善控制；

三是理论控制与实践控制相结合，即指标体系在应用

于体育学术期刊质量管理的实践中应得到不断优选、

增删，从而指导新一轮管理实践，升级控制。

总之，一套完善的体育学术期刊质量控制体系的

构建是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同人

的共同努力和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为控制体系中指

标的科学确定与优化贡献智慧，提出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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