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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审时度势做好高校学报定位工作

张　儒　祥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部，２１０００９，南京）

摘　要　高校学报的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高校学报客观存在
的发行量小、影响力低等缺陷；因此，高校学报前景不容乐观，

其职能受到否定。“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

产地”是不负责的言论，无科学依据。高校学报整体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质量上有了一定的提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高

校学报发展的不自信，应归咎于没有做好学报客观定位。高校

学报要想科学发展就必须正确认识学报的差异性，从而进行自

身定位，只有这样才能量体裁衣，调动团队主观能动性向切实

可行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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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从创刊—停刊—复刊—发展，真是一波

三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对高校学报这种学术期刊的形

式提出了质疑。面对众多高校学报的“不是”，我们难

免要深思［１］，然后对高校学报进行准确定位［２］，再给

予办刊人以坚定的信念［３４］；然而，“大多数中国大学

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５］（以下将其称为“垃

圾论”），令在高校学报工作了１０多年的我十分惊诧。
事实上，这言过其实了，它从根本上否定了高校学报；

于是，我觉得对高校学报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

１　“垃圾论”值得商榷

　　在２００７年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
法大学学报》首发式上，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在发言

中称，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

地［５］。从此“垃圾论”广为流传。１年多后，著名教育
家、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对“垃圾论”又进一步

“升华”，他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提出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上垃圾的

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

报”［６］。这些名人之言，给人以高校学报岌岌可危之

感，学报编辑多少有点诚惶诚恐；因此，我们学报编辑

大有必要来深究这种“垃圾论”的实质及其危害。

赵大良［３］曾呼吁，高校学报不要妄自菲薄。我们

学报同仁有时太过于自责，甚至不加辨析就开始“检

讨”。笔者毫不怀疑“垃圾论”提出者李伯重、刘道玉

在他们各自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不敢对他们的观

点妄加评论；但对他们所谓的“垃圾论”倒要探个

究竟。

其一，“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究竟是多少？２
位教授做过调查研究吗？如有，就公开出来嘛，没有的

话就是主观臆断了。

其二，什么是“学术垃圾”？怎么界定？用过之后

变成垃圾是一种，没用之前就是垃圾也是一种。前一

种本身存在有用价值，后一种一开始就没有价值。最

可惜的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被当成垃圾。事实上，

还存在一种垃圾转化成精品的可能。用类比的手法来

界定是否为垃圾，那么垃圾就是具有相对性的了。如

果学术存在金字塔，那么只有塔尖上的才不是垃圾，其

余是不是都可以界定为垃圾。不知２位教授是否是站
在塔尖上来看我们中国大多数高校学报？真不知在他

们眼光里什么样的学报才不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

其三，“学术垃圾的生产地”有悖于事实。以此，

可以看出２位教授对我们编辑活动有点偏见。编辑对
文稿做得最多的就是对论文进行文字加工和标准化规

范化处理。对作者作品的内容，编辑是无权改动的，只

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高质量的精神“食粮”被我们

编辑加工成垃圾，那一定是我们的罪过；如果不加辨别

地把垃圾倾倒出来，那也是我们的失职；如果没有被其

认为不是“垃圾”的研究成果出版，那我们编辑却是爱

莫能助的。“垃圾论”一出，给人以学报生产学术垃圾

的印象。生产的本义是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学术论文是由学者“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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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对学术评价应采取科学的态度。科学的发

展不是叠加式，而是在曲折中前进，以螺旋式上升。人

们不仅会对现阶段研究成果进行大量“重复”实践，而

且随着在理论和技术上的突破，还会大量地对历史成

果进行“重复”实践。对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实践都

需要进行归纳和总结，各成果间必然存在冲突、协调和

发展，而不能简单地对成果进行定性。对不同层次、不

同水平的实践者，我们都应该且能够为其提供学术交

流的平台。“垃圾论”是他们的调侃之话，还是他们的

正式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垃圾论”已对高校学

报造成伤害。原来是承认高校学报存在价值的曾任武

汉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刘道玉，现在要上书砍掉２／３的
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学报。我想他要砍掉的前提“垃圾

论”都没有说出其科学依据，所以就懒得去揣摩“三分

之二”的由来和合理性了。

２　高校学报的属性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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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校学报发行量小、影响力

低，各学报间水平参差不齐等缺陷严重制约着它的发

展。行政决策对影响因子和核心期刊越来越重视，极

大地影响了高校论文的流向，加上高校学报载文量有

限，往往吸引不了本校的一流稿件，进而高校学报这种

“窗口”职能在弱化；于是不仅“外人”，就连某些高校

学报编辑对高校学报的前景也产生了疑虑。

高校学报经过几十年（有的更长，如《清华大学学

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的发展，在先辈编辑们的辛勤

的劳作下有了长足的进步［７］。高校学报的发展类似

于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粗放型。改革开放

后，高校学报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据统计，目前高

校学报达２０００多种，基本上是一校一刊，有的高校还
办有多个版本；然而，由于高校本身的教学科研水平直

接决定着学报的整体质量，所以，高校学报的水平必然

是参差不齐的。与《Ｓｃｉｅｎｃｅ》差不多水平的杂志全世
界屈指可数，难道其他那么多的杂志就是垃圾了？不

能简单地评定学术期刊论文水平的高低，因为对揭示

不同规律的研究工作没有可比性，即使相同的研究工

作也很难做到定量的评估。

高校学报可分为３个层次［２］，即重点高校学报、普

通高校学报和专科院校学报。如果将高校学报看成是

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由这３个子系统组成
的，它们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当中。整个系统之所

以能够和谐发展，是因为各子系统有着各自的运行规

律，子系统都有吐故纳新的功效，子系统间是开放的和

有等级的，而各子系统内部也存在着等级关系，整个系

统又有其普遍规律。尽管在主观上，我们都想把自己

的学报办成最好的；但现实中，成为“精品”的却为数

不多，而且学报的学术质量不是编辑所能决定的。一

流高校办一流学报，二流高校办二流学报。再加上有

的高校学报拒登非本校产生的论文（校友的除外），即

使有的高校学报刊载校外的稿件，而校外的论文也仅

占很小的比例。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由简

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动力主

要来自事物内部，只有适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外部力量

才能对事物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只有对高校学报

自身进行合理定位，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我们才能

能动地促进高校学报的发展。利用子系统中学报的可

调控性，从开放的系统中吸取能量，从动态平衡中累积

一定程度的量变，从而实现系统层次上的飞跃。

３　高校学报的定位

　　那么，如何对高校学报进行定位呢？已有不少关
于高校学报具体定位的文献报道［２，９１１］。我们必须认

清高校学报的６种属性，即“期刊”“高校”“现代”“导
向”“商品”“人才”属性［１２］，正视高校学报之间的客观

差异性。高校学报系统有其层次性［４］和等级差别；因

此，不同的高校学报应有不同的定位，不但有现阶段的

定位，还要有与其学校整体发展规划配套的长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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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高校学报定位的普遍准

则，离开这点来谈高校学报的发展就会失去意义和价

值。近几年，有不少人对高校学报前景产生了疑

虑［１３］，甚至否定高校学报的特殊功能［１４］。归根结底，

就是定位不当造成的。一旦进行了客观定位，就要在

这一定位的基础上毫不动摇地坚持走自己的特色

之路。

由于受到各种干扰，如认识上的误区、宣传上的片

面性以及导向上的偏差，等等，目前高校学报的特殊功

能发挥得不尽如人意［４］。笔者认为，高校学报编辑应

认真研读陈浩元等［４］老编辑提出的几条为了充分发

挥高校学报的特殊功能编辑部所能做得到的具体措

施。全国性重点或非重点高校学报在作为学校学术

“窗口”的同时，应体现出整个国内或行业内的学术导

向作用，起到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带头作用，走“精

品”或“优秀”期刊之路，而地方性高校学报应以培育

科研和教学队伍为己任，办出自己的特色，直接为本省

或本地区的教科文卫和经济建设服务。

０４５



　第６期 张儒祥：应审时度势做好高校学报定位工作

在期刊定位方面，《中华内科杂志》的办刊经验值

得我们高校学报学习。它在不利于期刊发展的环境中

依旧恪守自己的定位：立志成为我国最好的中文医学

期刊，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内科工作者服务，以读者和作

者的“双爱”为最高目标，重视为读者和作者服务，而

不是为各种期刊的评价指标服务［１５１６］。

当然，不同层次的高校学报中办得比较优秀的为

数也不少［１７１９］。如在２００４年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组织
的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评奖中获得一等奖的普通高

校学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７］。

高校学报一般发行量小，其实在网络这么发达的

今天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浏览率、下载率和被引率更

富有时代性，更能说明影响力。２００５年新闻出版总署
颁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 ４条指出，期刊出版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相统一”。这里面的经济效益某种程度上更注重理

论对实践的指导和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在国际学术

出版面临着财务困难、垄断威胁和订户流失的情况下，

我国高校学报将以其特有的优势，获得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２０］。

４　结束语

　　高校学报作为我国学术期刊的一大类，反映高校
科研和教学的成果，是高校科研能力的缩影。高校学

报办刊人不应受“垃圾论”的影响，不要妄自菲薄［３］，

应以科学发展观总结过去、分析现在、规划未来，着力

把握学报发展规律和编辑工作规律，坚持科学定位，要

以传播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为己任，以科学发展观来解

决高校学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坚持走具有

中国特色的高校学报的发展之路。

５　参考文献

［１］　梁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谈高校学报的生存与发展［Ｊ］．
编辑学刊，１９９７（１）：７７

［２］　李正银，张锋，刘景昭．要对高校学报进行客观分析和正
确定位［Ｊ］．编辑学报，１９９９，１１（２）：１００１０２

［３］　赵大良．高校学报不要妄自菲薄［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２，１４
（６）：４０４

［４］　陈浩元，郑进保，李兴昌，等．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功能及实
现措施建议［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６，１８（５）：３２３３２７

［５］　张弘．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在京举行：大学学报遭批
［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１０２２）［２００９０５１２］．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７１０／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２４４４２．ｈｔｍ

［６］　郭婷婷．武大前校长建议取消不合格在职研究生学位
［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３０３）［２００９０５１２］．ｈｔｔｐ：∥ｃｎ．ｃｈｉｎ
ａｒｅ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ｒｎ－ｗｅｂａｐｐ／ｍａｇ／ｄｏｃ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ｃｏｌｕｉｄ
＝２７＆ｄｏｃｉｄ＝１００９０２７９７＆ｐａｇｅ＝６

［７］　陈浩元，杜文涛，颜帅，等．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与改
革［ＥＢ／ＯＬ］．（２００６０３１０）［２００９０５１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ｕｊｓ．ｃｏｍ／ｎｅｗ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３？Ｉｄ＝３０２

［８］　关华．高校学报的定位与发展［Ｊ］．新闻爱好者，２００８
（５）：５０５１

［９］　邢君慕，王伟利．学报的属性、定位及发展趋势［Ｊ］．上海
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学报，２００８，３１（１）：５２５４

［１０］刘芳．学报受众定位之思考［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８（５）：１６３１６５

［１１］李伟．谈高校学报编辑在新形势下的角色定位［Ｊ］．行政
论坛，２００２（５２）：７１７２

［１２］颜帅，郑进宝，佟建国，等．论高校科技期刊的６种属性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２）：９７９８

［１３］李卓青．高校学报何去何从［Ｊ］．编辑之友，２００６（６）：５９６１
［１４］石瑞珍．且看不合时宜的高校学报［Ｊ］．编辑学刊，２００５

（６）：５３５５
［１５］游苏宁．“双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２）：７９８０
［１６］黄翊彬，游苏宁．对现阶段我国医学期刊国际化的反思

［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４，１５（１）：８８８９
［１７］李小玲，王龙杰，马殷华，等．普通高校学报也应当实施精

品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提高学术

质量的做法［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２）：１４４１４５
［１８］陈欣，张冬冬，刘开源，等．地方性高校学报大有用武之

地：《鞍山师范学院学报》办刊实践［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８，
２０（３）：２５５２５６

［１９］庞政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扩大地方高校学报发展空

间：《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程技术版）》服务地方的认

识与做法［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４，１６（６）：４５１４５２
［２０］李丽．从国际学术出版的困难看高校学报的优势［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５）：３５２３５３
（２００９０５２３收稿；２００９０７１３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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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出版类期刊在２００８年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中的排名

刊　名
总被引频次

数值 排名

影响因子

数值 排名

总分

数值 排名

编辑学报 １０３５ ４１９ １．０２０ １１５ ６８．８ １０７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８９３ ５２３ ０．６０５ ３８９ ５２．１ ２９７

（凌　童摘自《２００９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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