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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高校学报与学术团队的良性互动

姚　慧　　张　比
（《华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１０１６０１，北京）

摘　要　高校科研学术团队的迅速成长，为学报办刊带来了新
的挑战和机遇。高校学报应改变传统的封闭式的办刊模式，紧

紧跟踪优势团队，热情扶植有发展前景的后起团队，协助组建

新的学术团队，倡导并组织交叉学科的学术活动。这样，学术

团队可尽快发布研究成果，占领学术阵地，而学报则可获得优

秀稿件。在双方的互动中，把“出成果，出人才”落到实处，以实

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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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科技学院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直属

的唯一一所高校。２００２年，随着学校升格为本科院
校，华北科技学院确定了新的办学定位：“把学院建设

成以工为主，以安全科技为特色，兼有文、理、经、管、法

等学科的现代大学；建设成为培养安全生产领域高级

专门人才和解决关键科技问题的一流培训基地”。几

年来，科研学术团队迅速成长，不仅与安全科技相关的

学科的学术团队纷纷建立，取得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

而且文、理、经、管、法等学科的学术团队也竞相组建，

十分活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认真反思，认识到再延

续原有的办刊方式，自我封闭，与各个学术团队保持距

离，就会落后于形势，学报编辑工作的路子就会越走越

窄，甚至会被淘汰［１］。在有了新的认识后，我们主动

走出编辑部大门，积极探索与学术团队良性互动的

途径［２］。

１　关注学术团队动态，建立联系网络

　　华北科技学院以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为核心，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大

　　⑧编辑部还应注意对其他类型学术不端行为的防
范，如人情审稿、低水平成果、挂着编委头衔不愿承担

编委的责任等。

５　结束语

　　ＡＭＬＣ的成功开发为学术期刊抵制一稿多投（或
多发）、重复抄袭、不正当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

有力的武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ＡＭＬＣ并不能防
止学术期刊中所有类型的学术不端行为，因此，ＡＭＬＣ
之外的功夫仍不可忽视。即使是在 ＡＭＬＣ检测文献
过程中，编辑的鉴别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建议编辑

部及时修改相应规程，统一编辑行为，与学术界和学术

管理界一起共同维护学术界的诚信和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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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学科建设和科研学术工作：组建了以周世宁院

士为院长的安全工程学院，整合了安全和采矿学科，安

全工程和采矿工程２个本科专业被教育部认定为特色
专业；按照“培养、引进、厚待、重用”的原则，初步建成

一支以院士、教授为学科带头人，博士、硕士为主力军

的教学科研队伍；完善了科技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建

设学术团队和创新平台，引进科研经费逐年大幅度增

加，由２００２年前的每年不足１０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８年
的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我们通过人事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详细了解学

院近年来人才引进情况和科研进展情况，建立了高端

人才技术档案和科研项目档案数据库，将各学科、各专

业人才（博士以上学位、副教授以上技术职务）的专

业、特长、科研成果、正在承担的科研课题、电话、邮箱

等信息全部输入，并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３］。我们

密切关注学术团队的发展变化，由不同编辑分别与他

们联系，参加他们的立项审查、成果鉴定会议，了解科

研课题的进展情况，主动组稿约稿。我们还把学术团

队分成优势、新兴、后起等类别，采取重点联系、定期联

系、不定期联系等方式，通过走访、座谈、电话、网络等

方式，主动联系，密切接触。几年来，已与包括近２００
名科技人才的２０多个团队建立了畅通的联系渠道。

２　紧紧跟踪优势团队，及时发表优秀论文

　　安全学科是华北科技学院的特色学科和优势学
科，特别是在矿山瓦斯防治和矿山水害治理方面，建立

了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的科研课题，并与企业合作，开展了多个项目的科研

攻关。

我们主动与有关课题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研究

进展情况，当他们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时，及时组织发

表研究论文。如周世宁院士亲自领导的矿山瓦斯防治

团队，研制出新型瓦斯监测仪，并在淮南等多家煤矿成

功应用，我们立即组织发表了有关论文。由尹尚先博士

领导的矿山水害治理团队，在获得煤炭工业协会科技成

果奖，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准后，我们及时约稿。

矿山水害治理团队在许多煤矿都承担了科技协作课题，

我们从签订技术合同、技术攻关到项目完成，全程跟踪，

了解课题进展、技术水平和产生的效益，组织了几十篇

内容充实、安全科技特色突出的论文发表［４］。

几年来，凡是安全学科的研究论文，都优先以显著

位置发表，不仅反映了本校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体现

了学院的安全科技特色，而且吸引了安全生产企业、科

研机构、兄弟院校科技人员、教师和研究生在这一学科

领域的研究论文，安全科技及与之关系密切的采矿工

程、环境工程方面的高质量的稿件越来越多，每期发表

的数量均占总发表数量的６０％以上，２００９年第４期达
到９０％，为学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奠定了基础［５］。

３　扶植有发展前景的后起团队，不断扩大稿源

　　近年来学院引进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许多都有
较强的研究能力，一旦选择适合的研究课题，极有可能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６］。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邀请

他们座谈，帮助他们出主意、选课题，鼓励他们根据自

己的优势，结合学院的发展方向，开展课题研究。由于

学报编辑接触面广，掌握信息多，与学术团队成员交谈

时产生思维碰撞，就可能策划出新颖的选题。

例如，近年来，重大安全事件频发，有着深刻的社

会原因，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安全问题，并构建

一门新的学科———安全社会学，十分非常必要。我们

与本校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交谈，引起了共鸣。一

位社会学硕士、副教授大胆探索，深入研究，并作为学

术带头人，成立课题组，开展专题研究，本校学报连续

发表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后来，这位副教授取得了中

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在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我

国第一部安全社会学专著。我们还支持院内哲学学者

开展安全伦理学研究，陆续发表有关论文，并推荐到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发表，受到该学报主编、著名学

者徐德蜀研究员的重视，撰写了专文推介，给予了很高

评价。在我们的支持下，有关安全伦理学的专著和教

材，也即将出版发行。

４　协助组建新的学术团队，占领学术阵地

　　通过审阅稿件，我们发现一批有研究能力的教师，
但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如能组织起来，成为团队，

则可形成合力，更快取得成果［７］，如能与外部学术团

队合作，视野会更加开阔，力量会更强［８］。为此，我们

积极做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牵线

搭桥的工作。

２年前，我们看到安全法制研究对于安全生产非
常重要，一部分法学专业的教师也打算从事这方面的

研究，于是，我们邀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法律所的

领导和研究人员，与法学专业的教师座谈，探讨研究方

向。不久，部分教师获得了几项研究课题，新的学术团

队正在逐步形成。

由一位法学博士牵头，承担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的重大课题，我们积极支持这个课题及其子

课题的研究，帮助课题组成员发表阶段性成果。在课

题完成之前，我们参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

大型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协助编辑出版了１００多万字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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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集。

此外，我们经常把有关学科的国内外学术信息传

递给各个学术团队成员。近２年来，我们了解到许多
文科和管理学科的教师也有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迫切愿

望，就分别召开一些小型座谈会，请有关专业的教师一

起协商，在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新闻传播等方面

组建了新的团队。目前，安全文化研究课题组已经与

徐州旗山煤矿合作，完成了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

课题。安全经济研究课题组出版了专著１部，与开滦
集团协作，完成了安全投入等方面的研究课题。安全

新闻传播研究课题组承担了校内外２个研究课题，与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等单位合作，结合汶川地震和矿山

事故的新闻报道研究，写出了一批有创见的论文。

５　倡导并组织交叉学科的学术活动，培育新的
学术生长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综合、交叉的趋势，在
各学科的边缘、交叉部位，往往出现新的学术生长

点［９］。囿于学科专业分工，有些研究人员不能突破原

来的小圈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融合，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也互不往来。我们在有关领

导的支持下，积极倡导并组织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交

流活动，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

２００７年底，在学报编辑部的倡议和参与下，第 １
届全国安全科学理论研讨会在华北科技学院召开。参

加会议的有著名安全科技专家、学者，还有来自煤炭、

交通、铁路、建筑、石油化工、公安、核工业等行业的科

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交论文近１００篇，正式出版
了论文集。这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扩大了学院的学

术影响，也更大地激发了教师、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力。

会后，有些兄弟院校的研究者主动要求加入了我院的

学术团队，共同承担研究课题。

此外，我们联合防灾科技学院召开灾害新闻报道

专题研讨会，在学院内组织有关安全文化发展的小型

研讨活动。目前，正在筹备举办第２届全国安全科学
理论研讨会，并积极争取组织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我们通过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创造学会、中

国企业研究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的

联系，为本院学术团队提供信息，组织本院教师和科研

人员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以进一步提高科研

学术水平，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９］。

学报与学术团队的互动，一方面引导了学术团队

的研究方向，激励了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学

术团队又为学报提供了丰富的稿源，提高了学报的学

术影响力［１０］。在与学术团队互动的过程中，主动联

系，组织优秀稿件，保证了学报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

表论文，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传播；学报编辑部

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发现和识别人才，进一步掌握学

术团队的发展动态，又可以更好地支持鼓励他们扩充

阵地，继续前进［１１］。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过去常说的“出成果，出人才”，现在落到了实处。

目前，学报的来稿量每年平均增长３０％以上，其中，副
教授或企业总工程师以上职务及博士的来稿占５０％
以上。学报由过去的 “等米下锅”，朝着“开发富矿，

精细加工，推出精品”的方向转变。学术期刊网和万

方数据库等的统计数据表明，本校学报的影响因子和

网络浏览、下载量都有显著提高。经常有高校师生和

企业科技人员、管理人员来信要求订阅，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宣传教育中心、信息研究院，以及中国职业

安全健康协会等都对本校学报有较高评价并建立了良

好的关系。学院领导对学报的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

不断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增加投入，为学报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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