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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计划组稿的模式
———以《上海电机学院学报》为例

吴学军　　赵卫星
《上海电机学院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２４０，上海

摘　要　以《上海电机学院学报》为例，分析该刊的３种计划组
稿模式的特点。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组稿策略，综合运

用各具特色的计划组稿模式，使该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确保

了期刊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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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稿源是期刊的根本，一般科技期刊（这里

指非核心期刊）的上乘稿源不多；因此，在编辑出版

中，组稿是尤为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稿源的质量

和期刊的学术质量［１２］。高质量的稿源是提高科技期

刊学术影响力的关键［３］。例如，《上海电机学院学报》

完全没有核心期刊的丰厚稿源，因为学校科研队伍薄

弱，重大基金项目匮乏，专家教授、博士作者稀缺，加之

由于作者自身需求和学校考评要求，优质稿件大量投到

核心期刊。“十一五”期间全校累计发表论文１７８７篇，
其中，刊登于核心期刊的论文６４８篇，同期本学报刊登
论文只有４９１篇（含外稿）。要提升期刊自身的学术质
量，就必须筹谋如何组织优质稿件，使期刊质量提高。

１　常见的２种组稿模式

　　１）自由来稿模式。期刊根据自身特性对外发布
征稿要约，向外宣传本刊的办刊宗旨、所设栏目、刊登

范围及内容等，引导并吸纳作者零散、无序的自由投

稿，使更多的自由来稿符合本刊的要求。其主要特点

是对象广泛，可以把期刊的意图表达得具体明了，不只

是对作者，对读者也有一定的指导性和提示性；其缺点

是因为约稿对象广泛而缺乏明确的指向性［１］。

２）计划组稿模式。编辑根据编委会的决定，围绕
期刊办刊宗旨，拟定出选题方向，依据期刊的不同时期、

不同栏目、不同组稿对象等情况制订具有特色的组稿计

划，编辑在这种明确的组稿计划的指导下有目的、有时

间性、有针对性地约组稿件。其特点是计划性强，指向

明确，能体现期刊的办刊理念，是期刊稳定性的保证。

计划组稿模式又可分为以下２种子模式。
①依托组稿模式。以行业特色为依托，以本单位

学科研究为基础，以重点学科和重要科研项目为重点，

以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为组稿对象，依靠单位的政

策优势及和谐的人脉关系组稿。这种组稿模式不仅能

较好地反映本单位的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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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期刊稿源的基

和把关在生产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应以预防为主，装

订应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进行。

３４　加强出刊后的质量检查 　刊物的正式出版标志
着出版物印制过程的结束，但是，印制管理工作尚未结

束，出刊后的质量检查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道重要环

节。杂志社根据《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综合质量评比

标准》，每年都对所出版的１２３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
志进行统一的、全面的综合质量审读检查，其中就包括

版式设计、印刷、装订质量。杂志社出版发行部平时设

有专人对出版的每一期杂志进行出刊后严格的印装质

量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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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障。由于编辑对本单位的科研较为了解，所以组

稿比较容易。目前部分高校学报、科研院所院报多采

用这种组稿模式。

②特约组稿模式。为使期刊办出特色，提升学术价
值，特别邀约国内外著名学者、行业专家专为期刊撰稿。

其特点是文章少而精，以精华效应增强期刊的影响力。

２　计划组稿方略

　　组稿既是编辑主动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对编辑综
合能力的一种考核［４］，特别是一般科技期刊的编辑更

应注重组稿。一般科技期刊稿源不足，自由来稿十分

有限。例如《上海电机学院学报》，自由来稿约占全部

稿源的１／５，而７０％ ～８０％的稿件，尤其是优质稿件，
必须依靠计划组稿。下面着重介绍 ３种计划组稿
策略。

１）行政计划组稿。主要指依靠学院和二级学院
的领导进行的计划组稿。编辑部的主要策略是“保家

卫国”，尽可能不让有限的资源过度流失，留住优质稿

件。一方面，编辑部根据学校相关政策，与科研处、各

二级学院共同协商，制定出各学院教授、博士每年每期

发表论文篇数的具体计划；另一方面，编辑部对每个二

级学院指派专职编辑进行跟踪落实，实行岗位责任制。

同时，二级学院也与学校签订任务书，纳入当年的科研

任务，实施科研考评管理。这种行政计划组稿解决了

２个重要问题：一是学报的学术水平稳步提高，每期都
有相关专业的教授、博士的论文发表，不仅保证了栏目

和期刊的学术性和专业性，而且展示了学校不断提高

的学术水平；二是稿源稳定，这种组稿方式解决了本刊

３０％左右的用稿问题。事实证明，少而精的行政计划
组稿是可行的、有益的。

２）利用评价指标计划组稿。科技期刊的综合指
标评价体系，是对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进

行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体系，因此，一般科技期刊针

对主要指标的要求，有计划地组稿是必需的。本校是

２００４年新升本院校，有限的科研力量不允许我们学报
编辑“守株待兔”，对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

标，我们只能通过计划组稿，才有可能得以提升。例

如，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学校独立的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仅２项，与其他单位合作的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６项，各类市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到７０项，而这
６年学报共发表论文 ６３８篇，年均发表论文 １０６篇。
面对如此大的缺口，我们在基金论文计划组稿方面主

要采取“借鸡下蛋”的策略。

首先，大力开拓资源。每年我校都有一批青年教

师到相关企业、研究院挂职锻炼，而这些大企业、研究

院都承接了国家和市级的重大科研项目，青年教师都

直接参与了项目的研发工作；于是，编辑部在青年教师

校外挂职锻炼这方面动脑筋，利用这一优势制定出可

行的计划，指派相关专业的编辑进行组稿。

其次，合理引进资源。本校有４０多名在读博士和
１００多名在读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导师大都是名校教
授，一般都拥有基金项目。这些在读研究生会在导师

的指导下参与项目工作，同时也必须发表论文完成学

业。编辑部便在这方面下工夫，积极进行组稿。

第三，注重资源再造。２００４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院
校后，引进了大量的教授、博士等高端人才，他们中不

少是基金项目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拥有相当科研资

源，这些资源要在新的环境中实现再造。编辑部对此

实行动态管理，一方面与人事部门紧密联系，关注每一

个新进人才的研究方向及研究背景，另一方面及时与

他们沟通，制定出可行的组稿方案。

通过这类细分后的计划组稿模式，学报的各项评

价指标均有了提升。

３）行业专家计划组稿。上海电机学院隶属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学报在良好的行业（企业）背景

下，以“办出特色，服务行业”为目标，以“突出应用技

术研究，反映行业新技术”为特色，成功创建了《行业

科技》特色栏目，主要刊登一批反映企业科技创新成

果及专利发明等方面的应用技术性论文。在学报编委

中，企业的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约占１／３。针对《行
业科技》栏目，编辑部的主要策略是“借船出海”，即以

行业编委为抓手，以大中型企业老总、高工和项目负责

人为约稿对象，有计划地约组稿件。近年来，行业论文

占期刊论文的１３．６％。这种“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
论文，一方面增强了学报的实用性，办出了期刊自身的

特色，另一方面为行业服务，展示了行业的科技创新成

果，彰显了行业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技术水平［６］。

３　计划组稿的成效

　　１）拓展稿源，提高退稿率。“计划先行，责任到
位，跟踪落实，动态管理”是我们计划组稿的基本原

则。几年来，编辑部通过计划组稿，学报稿源出现了转

机，日渐趋好，从根本上解决了“等米下锅”的稿源问

题，２００６年以来学报退稿率稳定在４９％以上。
２）提高学术水平，扩大影响力。一般科技期刊要

生存与发展，困难重重，先天不足，不能怨天尤人，只能

后天来补，开动脑筋，创造条件，稳步提高期刊的学术

质量和编辑质量。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质量的重要指

标，自２００５年加入ＣＮＫＩ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等数据库
以来，学报的影响因子等各主要指标逐年增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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