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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队院校主办或承办的科技期刊有８８种。归纳出其
刊发内容分类、刊期、发行范围、地区分布和隶属关系等情况，

认为军队院校科技期刊具有专业特色明显、办刊经费相对充

足、管理相对宽松等优势，同时面临着保密与交流的矛盾、封闭

办刊、学术影响力低、编辑队伍不稳定等困难。提出了相应的

发展对策。

关键词　科技期刊；军队院校；现状调查；发展策略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ＬＥＮＧＨｕａｉｍｉｎｇ，ＬＵＡＮＪｉａ，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Ｄ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８８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ｒｅｔｈ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ｕ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ｙｆａｃｅ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ｎｏｎ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ｌｏ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ｔｅａ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ｓｔａｔｕｓｓｕｒｖｅ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Ａｃｔ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Ｔｅｒｔｉａｅ，Ｔｈｉｒ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０００３８，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是一大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

技学术刊物［１］。以高校学报为主体的高校科技期刊

是我国的３大科技期刊集群之一，为国家经济繁荣、科
技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２］。军队院校主办或承办的

科技期刊是高校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较为特殊

的一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防建设、人才培养和学

术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

逐步完善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使军队院

校期刊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其发展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３］。为了解目前我国军队院校科

技期刊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探讨军队院校科技期刊

的改革出路及发展策略，笔者对其进行了调研分析。

１　军队院校科技期刊的现况调查

　　据统计，全国有普通高校１８６７所［４］，其中本科院

校１０７９所［５］。我国高等学校主办的期刊有２７００多
种，占全国９５４９种期刊［６］的２８．３％；高校主办或承办
的科技期刊有１３００多种，占高校主办或承办期刊的
４８１５％［７］。笔者以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

会会员名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公布的军队院

校期刊名录为线索，通过网上搜索和发调查表等方式，

初步得知由军队院校主办或承办的科技期刊有８８种。
从发行范围来看，国内外发行３９种，占４４．３％；

国内发行 １３种，占 １４．８％；军内发行 ３４种，占
３８６％；内刊２种，占２．３％。从出版周期来看，半月
刊４种，占 ４．５％；月刊 １４种，占 １５．９％；双月刊 ４８
种，占５４．６％；季刊２２种，占２５．０％。从地区分布来
看，西安１３种，北京１１种，江苏１０种，重庆１０种，河
北８种，上海７种，湖北６种，安徽５种，天津５种，湖
南４种，河南４种，山东２种，广东、广西、云南各１种。
从学科内容来看，工程机械通信类３１种，军事指挥类
３１种，医学类２６种。从隶属关系来看，军委６种，总
后３４种，总参２１种，总装３种，二炮２种，公安１种，
武警３种，海军１０种，空军４种，军区（北京、南京、沈
阳、成都）４种。

２　军队院校期刊的优势与面临的困难

　　军队院校期刊具有如下优势。
１）期刊专业特色明显。相对于我国高校科技期

刊多数是综合性期刊，内容面面俱到，优势学科难以凸

显，军队院校期刊在高校期刊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军队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此期间，又经过多次调

整，尤其是近１０年来按照军队信息化建设和打赢未来
信息化战争，以及对新型军事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新

要求，着眼军队建设的总体规划重整学科专业体系，逐

步实现了按“通才”设置专业、按学科划分专业、按未

来战斗编成区分专业的转变。在一系列的军队院校调

整中，通过调整力量、整合资源，优化学科专业整体结

构，减少交叉重复，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

学科，按学科分类，在全军范围内划分归类培训的系

统，打破军兵种界限，实现了培养上的大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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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高校的学科范围相比，军队院校的学科突

出了一个“军”字。目前，我国军队院校所涉及的专业

领域分为军队政治工作类、军事指挥类、工程机械通信

类和医学类等几大类。落实到具体某一所院校，其专

业性更为凸显。如《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测绘科学

技术学报》，仅仅从字面上看，就远比那些多以地名

（校名）打头的“××大学学报”显得专业性特征更强。
２）办刊经费相对充足。我国各地高校学报的办

刊经费不均衡，总的来说是根据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

而决定的。例如：广东省高校学报平均办刊经费是

３１万元／期，最低１．７万元／期，最高４．４万元／期，基
本能满足办刊需要，少数学报经费吃紧［８］；湖南省高

校学报平均办刊经费是２．２万元／期，最低１．５万元／
期，最高３．２万元／期，只能满足基本办刊需要，如进行
信息化建设则捉襟见肘；贫困省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学

报办刊经费更少，有的１年只有１万元经费，还不够支
付印刷费，只能寅吃卯粮。而所调查的４０多家军队院
校期刊的情况是，平均办刊经费为６．７万元／期，最低
的也有２万元／期。虽然办刊经费的多少不能决定期
刊质量的好坏，但是，经费问题所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

问题亦不容小视。调研结果显示：军队院校期刊能够

较好地遵守刊期、页码等规定，不为增加版面费收入而

随意扩版和增加页码，严格控制稿件采用率。这与获

得了足够的经费支持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３）管理机关和主办单位的管理相对宽松。军队
院校主办的期刊，其最高管理机关是总政治部宣传局，

其次是各总部、军区的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局），再

其次是各大单位的宣传部（处）。一般来讲，管理机关

对社科期刊的管理要多一些，而对科技期刊的管理要

少一些。这就为军队院校科技期刊的发展创造了较为

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期刊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调整

办刊思路和策略。军队院校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是院

校，其期刊社或编辑部多属院校的科研部或出版社等

二级部门管理。虽然期刊社或编辑部都是学校的辅助

部门而非主系列（教学、科研）单位，但期刊社或编辑

部是学校的窗口单位；所以，一般来说，各院校对期刊

社或编辑部是比较重视的，对办刊是非常支持的。学

校给予期刊的政策都比较宽松，基本上是本着“百家

争鸣，百花齐放，各司其职，各显神通”的主旨，鼓励发

挥编辑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军队院校期刊也面临许多困难。

１）交流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军队院校期刊
在报道的主题和设置的主要栏目方面要紧贴军队建设

和发展的实际，跟踪反映外军发展的前沿成果，刊发的

论文要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和科学性，才能突出军事特

色，才能有别于地方高校所办的期刊；但是，对于军队

院校的期刊来说，军事特色越突出，保密的压力就越

大。军队院校期刊的主编、编辑部主任及编辑，最担心

的就是在保密方面出问题；因为在投稿、审稿、刊稿等

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泄密［９］。为了保密的需要，可

能会牺牲刊发稿件的针对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为了保

密的需要，可能严格限制发行的范围，减弱信息的传

播；为了保密的需要，不能采用现代化手段来实现投

稿、审稿和编辑部加工：所以，军队院校期刊在信息交

流与军事保密方面的矛盾非常突出。

２）封闭办刊和低水平经营。军队院校期刊的保
密压力，使得期刊的对外交流具有局限性。各编辑出

版单位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封闭办刊；由于办刊经费

充足，基本无生存之忧，所以，大多未开展多种经营。

工作内容单一，主要任务是按期出刊；经费来源主要是

拨款和版面费，没有其他创收途径。相对来讲，医学类

期刊的创收途径要多一些，主要有刊登广告、主办学术

会议和培训班等途径。

３）出版周期长和发行范围窄，显示度和学术影响
力低。调查结果显示：军队院校科技期刊的刊期双月

占５４．６％，季刊２５．０％，是军队院校的主流刊期。这
与全国科技期刊的月刊占 ２８．６６％、双月刊占
３９８７％相比较［７］，军队院校期刊的出版周期偏长。

从发行范围来看，国内外发行仅３９种，占４４．３％，还
有４９种限国内发行（１４．８％）、军内发行（３８．６％）和
内部发行（２．３％）。这些发行范围的限制，使得期刊
的交流面不广，同时影响到这些期刊被检索系统收录，

进而降低了期刊的显示度和学术影响力。

４）编制调整影响编辑队伍的稳定和培养。部队
精简整编，编辑部人员编制相应减少。《科技期刊管

理办法》规定：“专职编辑人员按任务定编，一般季刊

不少于 ３人，双月刊不少于 ５人，月刊不少于 ７
人”［１０］。军队院校期刊编辑部在编工作人员都没有达

到这个标准。军人编制减少，有的编辑部只有主任是

军人，甚至连编辑部主任也退出了现役。军人编辑人

员每年都要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编辑队伍的稳定受

到很大影响。现在许多编辑部的人员构成复杂，有军

人、文职人员、聘用人员，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福利待遇

政策还不健全，增加了管理难度和不稳定因素。编辑

队伍的流动性增大，对新编辑的培训跟不上需要，对骨

干编辑的使用多，培养不够。

３　军队院校期刊的发展策略

３１　增强军事、科技保密意识，杜绝涉密内容见刊　
对于军队院校科技期刊来讲，保密涉及２个方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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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是军事秘密，二是科技秘密。军队院校期刊的主

编和编辑是保密工作的主要责任人，首先要在思想上

高度重视，时时绷紧“保密”这根弦，同时，要在制度上

严格管控，在投稿、审稿、刊稿等各个环节，杜绝涉密内

容进入公共信息交流平台。国内外发行和国内发行的

期刊，应该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说服领导同意利

用网络技术扩大期刊影响、提高办公效率；军内发行的

期刊，应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和发行渠道，避免军内发行

的期刊流到军外。应该积极利用军网信息平台，开发

期刊稿件采编管理系统，提高编辑办公的现代化和网

络化水平，从技术上避免投稿、审稿过程中的失密和泄

密。建议将军队院校的科技期刊通过军网供全军查询

使用，扩大在军内的交流利用。

３２　加强横向交流，开门办刊，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利用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设立军队院校

期刊专业委员会的契机，加强军队院校期刊之间的横

向交流，研讨军队院校期刊面临的困难和对策，变封闭

办刊为开门办刊，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逐步适应市场化

对军队院校期刊的新要求，不断提高军队院校期刊的

自我发展能力。

３３　缩短出版周期，重视被数据库收录，提高期刊的
显示度和学术影响力　缩短稿件处理周期和发表时
滞，加快信息交流的速度，是信息化时代对科技期刊的

基本要求。有条件的期刊，应积极申请缩短刊期，季刊

可改为双月刊，双月刊可改为月刊。通过缩短审稿、定

稿的周期和定稿后的刊发周期，可吸引优质稿件，提高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国内外发行的军队院校期刊，应

重视被国内外检索系统的收录，这是提高期刊的显示

度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措施。

３４　稳定和培养编辑队伍，提高办刊质量　稳定和培
养编辑队伍，是提高办刊质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

本保障。军队院校期刊要研究稳定编辑人才的政策和

措施，提高编辑的地位和待遇，制订编辑的培养使用计

划，把编辑的个人发展成长与期刊的发展壮大统一起

来，通过事业发展来留住人才，通过人才成长来促进期

刊的可持续发展。各编辑部要积极为编辑人员在获取

学位、评定技术职称等方面创造条件，鼓励编辑人员爱

岗敬业，加快成长成才。

３５　作好准备，迎接科技期刊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文
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推进，科技期刊体制的改革已迫在

眉睫。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已进入

试点阶段。尽管军队院校科技期刊在产权关系、人事

制度、功能定位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特殊性，但怎样通过

改革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方向与非军队期刊是一致

的。军队院校期刊应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军

队期刊管理机制和人事管理制度，积极培养能够适应

市场经济的军队期刊领军人才和编辑出版人才，为顺

利实施科技期刊的“转企改制”作好制度准备、人才准

备和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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