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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的核心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
3

———兼谈进入核心期刊的路径

周祖德

(重庆工商大学 学报编辑部 ,重庆 400067)

[摘要 ]学报的竞争力可由三个层次构成 :第一层次是学术竞争力 ;第二层次是编辑竞争

力 ;第三层次是出版竞争力。学术竞争力是学报的核心竞争力。三个层次的竞争力辩证统一 ,

相辅相成 ,协调整合形成综合竞争力。提高学报竞争力要注意核心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并重。

提高学报竞争力和学报质量进入核心期刊可考虑四个路径 :学习路径、工作路径、科研路径、开

放路径。从学报的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来看 ,提高学报竞争力和学报质量可考虑十个方面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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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核心竞争力是指那些“带有价值性、稀缺性、

难于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所带来的竞争优

势和持续竞争优势 ”。比如微软视窗操作系统、波

音大型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哈佛商科、麻省和斯

坦福的信息科学技术、清华工学、北大文科和理

学 ⋯⋯。

学报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其竞争优势的主要

源泉。但并非所有的资源都能为学报带来竞争优

势和持续竞争优势 ,只有那些带有价值性、稀缺性、

难于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 ,即“核心竞争

力 ”,才是学报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或者说 ,学

报核心竞争力是指其有别于其他学报的独具特色

的优势和能力。一方面 ,这种优势和能力使其在同

类中脱颖而出 ,树立起不同凡响的品牌形象 ,另一

方面 ,这种优势和能力是由办刊理念、办刊特色、办

刊文化、编辑科研化水平、数字化网络化水平、编辑

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的管理体系 ⋯⋯,贯穿于

“策划、选题、组稿、约稿、审稿、编校、排版、印刷、

发行、营销、审读、评审 ⋯⋯”学报编辑出版全过程

的一系列从不同侧面体现学报综合竞争力的“核

心 ”和“非核心 ”指标整合而成。倘若忽视其他方

面的竞争力 ,搞“单打一 ”,则难于形成学报的核心

竞争力。学报的核心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是辩证

的统一。故学报的发展必须是尊重学术发展规律、

期刊发展规律、市场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核

心竞争力 ”与“综合竞争力 ”并重 ,方能增强其活力

和竞争力。

学报作为学术期刊其竞争力应包括学术竞争

力、编辑竞争力、出版竞争力三个层次。

学术竞争力是指学报的学术水平、学术影响力

或核心效应 ,含校内外专家、教授、学术梯队的学术

实力、学术特色及对学报的支撑力度。从核心期刊

评价的指标来看 ,这方面的考量指标主要有 :被索

率 (学报载文被国际检索系统和国内检索系统纳

入的比率。如 SC I(科学引文索引 )、E I(工程引文

索引 )、ISTP、CSSC 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 ⋯⋯纳入的比率。)、被摘

量 (学报载文被《新华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摘要转载和全文

转载的绝对量 )、被引量 (学报载文主要观点被本

刊和其他刊物引用的数量 )、他引量 (学报载文主

要观点被其他刊物引用的数量 )、影响因子 (核心

期刊“引文量评价法 ”的指标 ,主要指被引频率

⋯⋯)、被摘率 (学报载文被《新华文摘 》、《高等学

校文科学术文摘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摘要

转载和全文转载的相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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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竞争力是指编辑人力资本 (含编委会、主

编、编辑队伍、审稿队伍、审读队伍、作者队伍、读者

队伍⋯⋯各方面人力资源 )、物质资本 (指资金、设

备、办公场所 ⋯⋯编辑物质技术资源 )、编辑知识资

本 (指编辑学、传媒学、⋯⋯和学报所设栏目涉及的

各学科知识的吸纳、借鉴、创新 ;编辑出版过程的科

研化、电子化、网络化 ;办刊文化、理念、模式、制度、

机制、流程、技术等创新 )、编辑社会资本 (主要指刊

物的环境质量。含体制环境、制度环境、教育教学科

研育人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学术环境、区位优势、专

业特色、学科特色、学术特色、地域特色 ⋯)、编辑文

化资本 (主要指办刊文化 , 如办刊理念、思维创新。

学术氛围、创新氛围、科学、民主、严谨、求实、求是、

求新、求精、求强、求异、求变 ⋯⋯。也含办刊文化、

理念、模式、制度、机制、流程、技术 ⋯⋯创新———各

编辑类资本有些内容是重叠的 )等各种有形、无形编

辑资本的整合。这方面的考量指标主要是差错率 ,

也包括被索率、转载率、被引量⋯⋯评价学报学术质

量和编辑质量的指标。

出版发行竞争力是指学报的封面设计、装帧装

潢、版式设计、纸张、印刷的水平、质量和发行、营销

的数量和范围等。这方面的考评指标是印刷质量、

装订质量和发行数量等。

学报的学术竞争力是核心竞争力 ,编辑竞争力

和出版发行竞争力则是第二、第三层次的竞争力。

三个层次竞争力重叠交叉、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互

为条件、相辅相成、相互协调整合为综合竞争力。

三层次竞争力辩证统一 ,协调整合形成综合竞

争力。

(二 )

学报进入核心期刊的过程是学报自身水平不

断提高和学校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包

括遵循学术发展规律、期刊发展规律、市场规律、国

际惯例 ;学报办刊思想理念不断更新、学报编辑出

版工作不断创新、学报竞争力不断提高、学报质量

不断提高 ;与学科建设和学术梯队建设紧密联系得

到学术支撑、本科生 (研究生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

提升 ⋯⋯。学报进入核心期刊的过程是学校教育

教学、科学研究、办刊资源不断整合 ,环境不断优化

的过程。

整合学校教育教学资源、科研资源、编辑资源 ,

通过“四个路径 ”(学习路径、工作路径、科研路径、

开放路径 ) ,提高“3个竞争力 ”(学术竞争力、编辑

竞争力、出版竞争力 ) ,不断提高“5个质量 ”(政治

质量、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服务质量 ) ,

创造条件进入核心期刊。 (如图示 )

　　提高学报竞争力和质量 ,进入核心期刊的四个

路径 :

(一 )学习路径 (基础路径 )

编辑的水平对刊物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 ,通

过学习提高编辑的水平应是学报提高竞争力和质

量 ,进入核心期刊的基础路径。从编辑自身来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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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路径我想主要含以下几个方面 :

1. 学习核心期刊

一般来讲 ,某学科核心期刊是指刊载该学科学

术论文较多的、论文被引用较多的、受众重视的、能

反映该学科当前研究状况的、最为活跃的那些期刊。

据布拉福德文献分散定律及其发展 ,某学科载文量

多、信息密度大、文摘率高、索引率高、被引量大、流

通量大 ,具有核心效应的期刊即为核心期刊。进入

核心期刊的学习路径 ,主要应包含如下一些方面 :

一是学习核心期刊方面的知识。如核心期刊

概念的起源与变化、核心期刊研究的理论基础 (布

拉福德文献分散定律 ⋯⋯、文献计量学 ⋯⋯)、核

心期刊的特点 (科学性、集中性、代表性、权威性、

动态性、相对性、累计性 )、核心期刊的功能、核心

期刊评价的方法、决定核心期刊数量的原则、核心

期刊评价指标体系 (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

量、影响因子、被摘率、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

录、国家级奖获奖数量 )。熟悉核心期刊评价机构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

心、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文献情报中心、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中心 ⋯⋯)。

二是向核心期刊学习。如向本市核心期刊

《改革 》、《探索 》、《西南大学学报 》、《现代法学 》学

习 ;向外市核心期刊学习 ,如《北京大学学报 》、《经

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 》等学习。

三是关于核心期刊的功能、核心期刊评价的方

法、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被索率、被摘量、被引

量、影响因子、被摘率等的讨论。

2.编辑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如编辑学、传

媒学等方面知识的学习、编辑出版规范、标准、法规

的动态学习。———涉及许多评价指标。

3. 学报设置栏目涉及学科知识的学习。如财

政税收、金融保险、证券投资、财务会计等学科知识

的前沿、动态以及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

新兴学科 ⋯⋯知识的学习。

4.随着期刊的国际化、网络化 ,注意英语、计算

机、网络出版知识的学习和讨论。

5. 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理论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学习、中国

古代政治经济思想的学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思

想学习 ;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实践与学习。注意把

握各个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动态 ,和稿件涉

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

6. 鉴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渗透、交

融 ,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要注意自然科学、科学技

术知识的学习。

7.从学报的政治质量方面来看 ,编辑要注意党

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的学习。

8. 注意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规范方面的学习。

既要注意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的规范 ,又要注意语

言文字的国际化、网络化 ⋯⋯。

9.学习方式 :本编辑部的同志相互学习、交流、

切磋 ;兄弟院校编辑部同志相互学习、交流、切磋 ;

参加一些编辑业务会议和各种学术会议、进修学

习等。
(二 )工作路径 (基本路径 )

编辑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学报质量 ,因此 ,做

好日常工作是提高学报质量 ,进入核心期刊的基本

路径。工作路径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注意日常工作

的质量来保证和提高刊物的质量 ,为学报进入核心

期刊创造条件 ;二是通过创新工作来提高刊物质

量 ,为学报进入核心期刊创造条件。编辑要做好

“策划、选题、组稿、约稿、审稿、编辑、排版、印刷、

出版、发行、营销、审读、报评 ⋯⋯”编辑出版全过

程各个环节的日常工作 。比如从编辑理念来讲 ,

编辑要有 10个意识 (策划意识、民主民族意识、开

放意识、市场与法律意识、创新意识、精品意识、国

际意识、人本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终身学习意

识 )和注意 10化 (规范化、标准化、科研化、学者

化、经典化、特色化、网络化、综合化、现代化、资源

优化 ) ;比如要注意“6个质量 ”(政治质量、学术质

量、编辑质量、校对质量、出版质量、服务质量 ) ;编

辑部要考虑“6个建设 ”———组织建设 (机构设置、

人员配置、编委会构建 ⋯⋯)、制度建设 (岗位责

任、编辑流程等制度 )、思想建设、文化建设 (办刊

理念、宗旨、方针、模式 ⋯⋯)、队伍建设 (作者队

伍、编辑队伍、“读者队伍 ”、审稿队伍、审读队伍建

设 )、设备技术建设。

创新工作 ,当然包含编辑文化、组织、制度、技

术 ⋯⋯创新 ,这里主要是指日常工作各个环节的科

研化。
(三 )科研路径 (必然路径 )

编辑科研化和科研编辑化是提高学报工作质

量 ,提高学报竞争力和学报质量进入核心期刊的必

然路径。

编辑科研化和科研编辑化。一是编辑要有科

研意识。学报编辑科研化 ,是指学报编辑应注意继

续学习 ,终身学习 ,努力优化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 ,

形成多元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 ,强化科研意识 ,

提高科研素养、能力、水平 ,不断取得编辑主、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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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 ,并促成其转化 ———提高

学报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和取得良好的

社会、环境、经济效益。二是注意编辑出版全过程

各个环节的科研化。学报编辑科研化 ,包括学报编

辑对主、客体知识领域的知识信息获取、研究和学

报编辑对主、客体知识的创新。学报科研编辑化则

是指将学报编辑主、客体知识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

于编辑工作实践 ,是学报编辑科研化的目的和归

宿。学报编辑科研化和学报科研编辑化是一个事

物的两个方面 ,编、研结合 ,相互提升 ,辩证统一。

编辑科研化的内容主要是编辑出版工作实践中的

问题和编辑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及充实 ,考虑学科的

交叉性 ,研究内容应是动态的 ,范围也是宽泛的。

编辑科研化 ,即通过学习、调研、总结、对照、比

较、借鉴、创新 ,以寻求编辑出版工作的新思路、新

方法。比如将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纳入科研课题进

行研究 ,就是编辑科研化的较好方式。

三是注意编辑科研化的方法。如系统科学的

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
(四 )开放路径 (重要路径 )

开放路径是提高学报质量 ,进入核心期刊的重

要路径。

1. 公关路径。主要是加强沟通、联系、宣传

⋯⋯。要注意“十大关系 ”与“十个结合 ”。一是学

报与学校发展的关系及结合。如学校的教育教学

思想、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与学报的办刊思想、办刊

理念、办刊模式的关系研究 ;二是学报与教学工作

的关系及结合。如明确学报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内

在联系 ,发现、支持教师、学生科研积极分子 ;学报

建设注意与学术梯队建设的关系及结合 ,如树立教

授办刊思想、学术梯队即作者梯队思想 ;学报注意

与学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教学科研化结合 ;三

是学报与科研工作的关系及结合。如学报与科研

机构配合 ,密切关注、跟踪重要课题的申报、立项、

开题、运行、结题 ;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和参加重要的

学术会议 ———组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注意基础理

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正确认识学科基础理论

研究、历史研究、发展研究、比较研究、应用研究、交

叉研究六个层面研究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基础理

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辩证关系 ,学报要二者并重 ,

判别、刊发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基础理论研究精

品和观点新颖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性的应

用研究论文 ;四是学报与二级学院、系部关系及结

合。如了解、参与其教学科研工作 ,参与其课题的

申报、论证 ,参加其组织的学术研讨会 ,与其合作组

织学报专题栏目 ;树立学报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构成

部分的理念 ,注意作者队伍建设、栏目建设与教学

部门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学术梯队建设有机结

合 ;五是学报与学生工作的关系及结合。学报是教

学科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学生科研意识、

科研精神、科研能力的重要课堂 ,是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创造能力、创 (就 )业能力的重要平台 ;六是

学报与学术社团关系及结合。参与各级各类学术

社团的科研活动获取各学科的科研活动信息是栏

目建设和稿源建设的重要内容 ;七是学报与科技创

新体系的关系及结合。学报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

要构成部分 ,科技创新体系中 ,各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研发机构的课题、项目、论文、研究报告等原创

成果 ,经专家鉴定后 ,须通过编辑加工、编校、出版、

发行 ,最后形成成果集成、提升、传播、交流、转化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 ;八是学报与出版管理部门关系及结合。

注意与出版管理部门的联系与衔接 ,把握出版方

针、政策 ,是学报出版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重

要方面 ;九是注意与期刊评价机构、检索机构、转载

机构 ⋯⋯的联系。熟悉报评程序、要求、评价指标

体系 ;了解刊物论文进入国际、国内检索系统的路

径 ;注意本刊信息的书面、口头传递和评价反馈信

息的获取 ,请期刊评价专家讲课、指导 ;十是争取进

入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网络 ,宣传刊物 ,扩大影响。
(如图示 )

2、办刊系统的开放性、创新性。学报作为一个

开放系统 ,要坚持开放式创新型办刊模式、教授专

家办刊模式。办刊过程中要注意上述 10大关系和

10结合 ;同时 ,要注意 6个创新 :学报编辑的文化

理念创新 (如人本办刊理念 ;科学、民主、法治 ;国

际化、网络化、现代化等 )、模式创新 (如尊重市场

规律 ,思考开放式办刊模式 ,考虑价值规律、供求规

律、竞争规律 ;同时要考虑办刊规律、学术规律、学

术规范 ⋯⋯)、学报组织结构创新 (如依据现代管

理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 ,思考扁平化、柔性化、编辑

资源优化 ,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组织结构 ⋯⋯)、

学报编辑流程创新 (如思考基于电子信息技术、网

络技术时空概念和制度的编辑流程 ⋯⋯)、学报编

辑技术手段创新 (如研究学报电子化、网络化出版

理论和实务 )、学报制度与机制创新 (如发行机制

创新 ———研究学报营销战略、策略 ,建立多元发行

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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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从长远来看 ,学报要考虑“两个目标 ”、“两个

工程 ”、“两个内功 ”、“两个力量 ”、“两个质

量 ”、⋯⋯。

从学报的外在质量和内在质量来看 ,近期可考

虑十个方面的改进 ,或者说十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

一是学报封面设计、装帧装潢的改进。这方面

的改进 ,要符合受众和专家的审美情趣。考虑寓

意、特色、编辑规范、艺术设计规律等。比如《西部

论坛 》1年 6期 ,封面可考虑用六幅体现长江三

峡、巴渝风景或学校风景的照片或图案作为装帧 ,

同时再辅以有书法功底的刊名。制作成本也不高。

二是版式设计考虑学术内涵与艺术意蕴的有

机结合。比如可考虑吸取一些美术学术期刊和版

式设计比较活泼的社科学术期刊的优点 ,避免学术

期刊这方面比较死板、僵化的问题。

三是在选题策划栏目设置方面可考虑以优势

学科和特色为主的选题策划及栏目设置。栏目设

置要考虑学科特色、地域特色 ⋯⋯。“长江上游经

济研究 ”和“重庆经济研究 ”栏目宜保留 ,并考虑将

其办成知名栏目、品牌栏目。理由 :一是考虑栏目

的稳定性、传统性、影响性、地域性、学科优势 ⋯⋯。

二是重庆是长江上游唯一的直辖市和“特区 ”(成

渝特区 )。三是中央对重庆直辖市建设的构

想 ———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的构想。四是可

以此栏目请各方面专家 (包括经济学、教育学、金

融学、信息学等多学科专家 )共同讨论 ,即所谓“问

题综合 ”。可考虑围绕 :重庆构建长江上游经济中

心 ———含十大中心 :如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

心、制造中心、物流中心、文化教育中心、人才中心、

交通中心、研发中心、会展中心等进行讨论 ;如可持

续发展、协调发展问题 ; ⋯⋯。五是栏目的设置要

考虑“问题综合 ”与“学科综合 ”并重。一方面要注

意学科发展趋势 ,如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缘学

科、新兴学科等 ,考虑栏目的设置 ;另一方面 ,要兼

顾传统学科 ,如财务会计、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审

计统计等的发展情况。

四是增加校对次数。如考虑“计算机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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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校对 +编辑三次校对 +学生校对 +出版社校

对 +交叉校对 +印刷付印前校对 ”的 9次校对方

式 ,以减少差错。

五是稿件的组织与选题策划结合。

比如学习十七大精神 ,可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

社会、四个文明等方面的策划、选题和组稿、约稿。

比如根据中央“314”的总体部署和市委《加快

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率先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的报告精神 ,协同校内外相关

机构 ,依托重点学科 ,讨论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和长江流域经济、西南片区经济、渝蓉片区经

济 ⋯⋯优势互补、避免劣势复合 ,资源整合、协调、

和谐发展问题。

整合学校重点学科及相关研究机构、院系科研

资源研究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问题 :如

　　整合重庆市高校优势科研资源研究重庆经济

社会发展相关问题。如

稿件的组织还是要坚持原有的一些做法 :如参

与课题的论证、申报 ,争取一些重要课题的论文能

在学报上发表 ;争取一些重要学术会议的论文能在

学报上发表 ;向编委、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

术骨干给学报约稿 ;向客座教授约稿 ;提高学报刊

载论文的科研计分等 ;

六是重视审稿工作。坚持专家匿名审稿。审

稿时 ,对于稿件的取舍可考虑从十个方面去把握 :

即注意“一特色 ”、“二标准 ”、“三类 ”、“四唯 ”、

“五规范 ”、“六层面 ”、“七齐 ”、“八性 ”、“九种 ”、

“十新 ”。

七是可能的情况下 ,做一些办刊条件的改善。

比如编辑室 IP地址较少 ,几人合用一个 IP地址 ,

不利于稿件“收、审、编、排、发 ⋯⋯”的电子化、网

络化 ;有的计算机陈旧无法安装校对软件和杀毒软

件 ,造成文件丢失 ⋯⋯。

八是考虑按核心期刊评价指标进行目标管理。

这方面编辑部已采取了一些办法 ,如对学报各期重

要文章作简要介绍 ,以利于转载机构和检索机构筛

选 ;如奖励被转载、被检索论文的作者、编辑和刊载

论文获奖的作者、编辑等。

目前 ,核心期刊多指标评价体系主要有 :被引

量、被摘量、他引量、影响因子、被摘率、被国内外重

要检索工具收录数量、获国家级奖数量等。若把这

些指标量化、定额分解到编辑 ,不一定可行。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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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的方法是可行的。

九是体制和机制改进。比如可将学报编辑部

纳入教学科研序列 ;请刊物出版管理机构和评价机

构考虑高校学报序列核心期刊等。

十是注意学报编辑出版的规范化。这涉及学

报评优的多项指标。要注意编辑出版“六规范 ”:

一是论文样式或格式规范。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要

符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和《学术

期刊光盘版编排规范 》的要求 ,即要有论文题目、

作者、作者单位、地址、邮编、中英文摘要、关键词、

作者简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论

文正文、注释、参考文献。二是语言文字规范。论

文规范用字正误的判别主要依据 :《简化字总表 》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汉

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中文人名称拼音字母写

法规则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写法 》《中国地名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现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

典 》(修订版 )。三是标点符号规范。标点符号正

误判别依据 :《标点符号用法 》( GB /715834 -

1193)。四是参考文献著录规范。依据《文后参考

文献著录规定 》( GB7714 - 87)。五是数字用法、量

和单位的用法规范。数字用法正误判别 :依据《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 GB /T15835 - 1995 )。

量和单位的用法规范。其判别 :以 1993年国家技

术监督局公布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 》( GB3100 -

3102 - 93)为标准。六是刊物版权页的内容及标

示要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一致 ,注意一

些规定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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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ence of a periodical is composed of such three levels as academ ic competence, edit

competence and hireachy publication competence. Aadem ic competence is the core competence of a periodi2
cal, the competence at the three levels is dialetical unified, and supports each other, and coordinates with

each other and integrates into each other so that comp rehensive competence is formed. Promotion of core com2
petence of a periodical should emphasizes both core competence and comp rehensive competence. The periodi2
cal competene and quality can meet the benchmark of core periodical alignment of China through four paths

such as learning path, working path, scientific research path and open path. The measures in ten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enhance the competence and quality of a periodial from the angle of external and inter2
nal quality of a periodical.

Keywords: core competence; comp rehensive competence; learning path; working path; scientific research

path; ope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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